
近期，2023年杨浦区创新指数2.0报告在全球
创业周中国站暨“科创中国”长三角联盟站活动期
间发布。《报告》显示，2022年杨浦创新指数综合得
分为340.0，较上年增长8.6%。这一成绩的获得也
凝聚着上海市杨浦区科协人的倾力付出。

从工业杨浦到知识杨浦再到创新杨浦，杨浦
区走出了一条转型、蝶变和飞跃之路，成就了全国

“三区联动”成功的典范之作。杨浦区于2020年获
批中国科协全国首批、上海首个“科创中国”试点
城区。三年来，杨浦区科协继续迎难而上，培育出
一批服务于技术交易的“技术券商”，打造出了大
量科技经济融合的示范“样板间”。

服务细分产业发展
先行先试打造“技术券商”服务平台

近年来，作为科技创新的发源地，高校和科研
院所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象牙塔中的成果转
化是各方关注的重点，“钱变纸”的论文导向正在

变成“纸变钱”的发展趋势，从职务发明的解禁到
技术入股的激励，科技成果转化正在中国大地上
全面推进。

在杨浦区科协的积极推动下，2020年 10月 28
日，上海技术交易所正式开市，着力引导成果、企
业、机构、资本、政策五大要素资源进场交易。

杨浦区拥有10所高校和百余所科研院所、几千
家高科技企业，是上海人才聚集的天然高地。如何
整合人才优势，让他们既在科研中大展身手，解决实
际问题，又能在科技成果的价值评定和转化中发挥
专业优势？如何将成果转化的吆喝型“地摊模式”变
成质量有保证的“大卖场模式”？ （下转A2版）

邮发代号:31-7 报料热线:0571-87799117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3-0111

传递科技力量 成就金融梦想

Sci-Tech & Finance TimesSci-Tech & Finance Times

为 有 金 融 活 水 来

2023年12月19日 星期二
农历癸卯年十一月初七
官方微信:kjjrsb或科技金融时报
数字报网址:kjb.zjol.com.cn

总第5244期

2023中国人工智能数字创新大会在鹿城举行

中国（温州）智能谷“金8条”新政发布
本报讯 为促进人工智能科、教、产紧密协同，推

动数字创新领域高端智力资源与优势产业资源高效
对接，增强人才链、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
等多链融合，12月 17日，2023中国人工智能数字创
新大会暨中国（温州）智能谷揭牌仪式在温州市鹿城
区举行。

本次大会是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创办的首个聚焦
人工智能引领数字技术变革、加速产业数字转型、服
务数字经济发展、助力数字中国建设的主题大会，以
会展结合方式交流人工智能领域新成果、推动一批
合作项目落地。

“温州是一座具有浓厚商业气息和创业精神的
城市，也是一座正在加快数字化转型和创新驱动的
城市，这里智能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成果，为中国人
工智能学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以及广阔的
前景和机遇。”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戴琼海院士
在视频致辞时表示，大会首届举办地选择温州有着
特殊意义，期待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学会与温州
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交流，共同推动温州乃至浙江
数字经济加快发展。

温州作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以培育千
亿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打造数字经济领跑区为目
标，正在积极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探索产业趋势和合作机遇。会上，中国（温州）智能
谷揭牌，标志着温州人工智能产业将进入集群发展
新阶段、迈向创新发展新征程。中国（温州）智能谷

“金8条”新政同步发布，包含8个方面共21条政策，
将为中国（温州）智能谷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据了解，中国（温州）智能谷将锚定百万方孵化
空间、百个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千家人工智能相
关产业企业、千亿产业规模的“双百双千”目标，重点
做强做优智能机器人、智能医疗、智能安防、智能穿
戴等优势赛道，面向医疗健康、智能制造等重点领
域，打造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策源地、集聚发展示范
区、开放合作重点区。

主题论坛环节，何友、徐红星、蒋昌俊等院士围

绕人工智能发展前沿、光学科技与智能制造、智能算
网系统等主题作分享交流。大会还设置了智能流体
动力系统、机器人视觉与自主学习等 10个专题论
坛，同步举办CAAI系列白皮书发布会、人工智能项
目创投路演等活动。

乘着大会的东风，温州鹿城迎来一批创新项目
集中签约落地：中国（温州）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联盟
授牌成立，59家科创企业、科研机构等首批加入，通
过汇聚众多优秀的产学研用合作伙伴，形成强大的
创新合力；中国（温州）智能谷顾问团、引智大使成
立，他们将为温州技术创新和高端产业的发展当好

“开路先锋”、做好“助推引擎”；中国（温州）智能谷百
亿产业引导基金成立，将助力加速“资本活水”流入

智能产业，为产业集聚点燃“资本推进器”；8个重大
科创平台、12个重大产业项目与鹿城区政府签约，12
个高层次人才项目与温州各企业签约，将以“科创+
产业”为抓手，助力壮大一批龙头企业、打造一批特
色品牌、转化一批科技成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鹿
城高地”持续助力。

鹿城正以高站位接轨未来，以新进位开创新篇，
不断向科创要动力、要活力、要竞争力，让科创引领
进步、驱动发展，目前已落地中科先进技术温州研究
院等十大高能级创新平台，招引落地一批科技创新
头部企业，累计培育“四上企业”近 1800家，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超2000家。

通讯员 婷玮 本报记者 陈浩飞

2023年浙江省科创走廊合作对接会在绍兴举行

推动全省科创走廊协同高效发展
本报讯 如何互相借鉴创新发展融合机制，探索

廊道式科创平台发展模式，走出跨区域科创走廊管
理的新路子？如何突破传统管理体制束缚，加强与
市域内国家级开发区、高新区和各区（县、市）的互动
合作，实现人才、技术、资金、项目等要素自由流动、
自由组合，让科创走廊真正成为区域的科创“大孵化
器”？12月 15日，2023年浙江省科创走廊合作对接
会在绍兴举行，杭州城西、宁波甬江、温州环大罗山、
浙中、绍兴、台州湾六大科创走廊相关代表汇聚一
堂，共谋协同创新，共商发展大计。

近年来，浙江省科创走廊逐步形成“一廊引领、
区域联动”的全域创新体系。为促进全省科创走廊
间要素相通、功能相融，推动全省科创走廊协同高效

发展，六大科创走廊相关代表在对接会上签署了合
作协议书。协议明确，今后将通过协商确定年度工
作计划及定期会商，就区域间创新平台协作、产业资
源共享、技术市场互联、科技项目合作、人才资本要
素流通等开展广泛合作。

科创走廊已经成为全省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集聚
地、原始创新策源地和区域创新增长极。目前，全省
科创走廊以占全省约 1%的地域面积，集聚了全省
100%的国家实验室和大科学装置、90%的全国重点
实验室、70%的省实验室、50%的“双一流”和省重点
建设高校。2022年，全省 6条科创走廊实现全社会
R&D经费 520.7亿元，占全省的 21.5%；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 77.1%，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11.8个百分点。
会上，青山湖科技城、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鉴

水科技城等 6个科创走廊重点平台进行推介发布；
10个区域重点合作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7个科创
走廊重点成果进行了集中发布。其中，10个区域重
点合作项目由六大科创走廊推荐选送，涉及生物医
药、新材料、先进制造、半导体、光电技术等前沿领
域，代表了区域间科技和产业协同创新的新方向。

对接会上，各方还推动成立了浙江省科创走廊
集成电路产业创新联盟。今后，联盟将围绕产业发
展整体需求，充分协调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各类
创新主体，形成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
共担的创新联合体。 本报记者 章家辉

柯桥变无形资产为流动资本

技改用上排污权抵押贷款

本报讯“不到 5天就领到了排污许可证，如今
又办结排污权抵押贷款，解决了融资难题。”近日，绍
兴南鹰印染有限公司成功拿到 1.2亿元排污权抵押

贷款，公司办公室主任陈太郎喜不自胜，“这笔钱将
用于减污降碳设备更新和工艺研发，给企业绿色低
碳转型发展注入了一支强心针。”

排污权抵押贷款是指借款人以有偿取得的排污权
为抵押物，向银行申请获得贷款的融资活动，既能将企
业的“无形资产”变成“流动资本”，带来经济效益，又能
倒逼企业履行环保规定，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在长

期活跃、稳定的排污权交易氛围下，绍兴市柯桥区排污
权抵押贷款金额已达632.5亿元，约占全省的70%。

这一亮眼成绩的背后，是环保部门的大力推动。
纺织印染业是柯桥区的传统优势产业，整体排污权市
场规模大。早在2005年确定排污总量时，柯桥便开
始探索排污权抵押贷款交易，一方面严控排污总量，
鼓励企业朝绿色高质量发展转型， （下转A2版）

成果转化“地摊模式”变身“卖场模式”
——上海市杨浦区科协打造科技经济融合“样本间”纪实

□长三角科技报联盟上海报道组 吴苡婷

2023

浙
江
省
产
学
研
合
作
促
进
大
会
举
行

共
建
环
大
学
创
新
生
态
圈

本报讯 以“创新驱动产学研合
作，科创赋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12
月 16日，2023浙江省产学研合作促
进大会暨环大学创新圈西湖论坛在
杭州市西湖区召开。大会聚焦业界
前沿话题举办了产学研主题演讲、圆
桌论坛，并表彰了一批在推进产学研
用协同创新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
单位和个人。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
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周国辉分别作

“大模型：智能生成和智能设计”“奋
进新征程：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进
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演讲。

在环大学创新圈融合发展圆桌
论坛上，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党委
书记邵建达、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
研究院院长沈满洪、浙江大学杭州国
际科创中心主任杨建义、新和成总裁
胡柏剡、海森药业副董事长王雨潇、
宁波银行总行投资银行部副总李立
辉等高校及科研院所、企业、金融机
构代表，围绕环大学创新圈建设，优
化大学周边创新创业生态，推动大学
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等，碰撞观点、凝
聚力量，深入探讨环大学创新圈融合
发展之道，贡献创新创业之策。

会上举行了“环大学创新圈”项
目合作签约仪式，西湖区成果转化科
创中心与浙促会、产学研创新单位三
方签约；西湖区三墩镇与海森控股、
密友机械等一批产学研创新单位就
落地合作签约。

浙江省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会长
陈子辰表示，打造环大学创新圈需要
构建一流创新生态，形成产学研资源
合力，实现全链条互动共创共赢。“促
进会将进一步推进创新要素资源的
整合，持续组织平台成员走进高校、科研院所及优秀企
业等，围绕环大学创新圈的发展深耕落地，打造科创企
业优秀样板和产业发展创新基地。”陈子辰说。

“西湖区一直致力于为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
金融机构搭建合作交流平台，加强了共性关键技术产学
研协同创新，推进了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的紧密合
作，推动了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西湖区科
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以来，西湖区将“环大学创新生态圈”建设作为
打造成果转化首选地的主抓手，7月，环紫金港创新生态
圈被列入浙江省首批创新深化改革试点，探索以大学圈
建设贯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短短数月，环紫
金港生态圈启势喜人，多个校地合作项目落地、一批浙
大校友回归，1897科创谷成为浙大校门外“一步之遥”的
标杆形象，西湖大学成果转化基地成功揭牌。

通讯员 叶莉 本报记者 李伟民

本报讯 为众多财税企服机构提
供行业发展新视野、机构发展新蓝
本，助力财税企服机构开启纵横增长
新范式。12月 15日，2023年财税数
字 化 服 务 大 会 于 杭 州 落 下 帷 幕。
100多名专家与企业优秀代表齐聚一
堂，以行业前沿视角，共同解读行业
最新政策、洞悉行业趋势，共谋财税
数字化发展新态势。大会同步启动
线上视频号等网络平台直播。

本届大会由微风企联合中企评协
企业征信中心主办，并邀请了来自国
家大数据研究中心、浙江省浙商经济
发展中心、浙江省数字经济学会、华东
江苏大数据交易中心、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西湖技术转移分中心、杭州师范
大学大数据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专业
大咖与专家学者、来自全国各地的财
税企服行业机构代表等共同参与。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已成
为核心生产要素与推动经济发展的
核心力量。企业数据作为企业新型
资产，其重要性也进一步凸显，而数
据的流通与共享则是促进数据价值
发挥作用的基础，因此，如何释放企
业数据价值，成为企业发展至关重
要的一环。

会上，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北京大数据协会财税大数
据专委会会长蔡昌带来《释放财税
数据价值，助推财税数资融合发展》
的主题分享，就数据要素的价值分
析以及财税数据价值对企业数字化
发展的深远影响，深度解读行业政
策趋势及利好。

微风企创始人、总经理潘成挺，
以其多年丰富的中小微企服行业数
字化服务经验，围绕数字服务对中小
微企业的价值及发展前景，为在场的
财税企服从业者们全面分享了数字
技术及服务对企业品牌打造、业务增
长、降本增效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大会发布了《企业数据流通白皮
书（2023）》，该白皮书聚焦企业财税
票数据流通及价值释放，为市场大众
深度剖析财税数据应用新场景以及
合规案例。

本报记者杨柳树通讯员翁丹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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