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会
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
浙江证监局、省地方金融局、省发展改
革委、省经信厅、省科技厅、省人力社保
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等部
门印发《关于开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
章”助力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
的通知》，聚焦浙江省三个“一号工程”
和“十项重大工程”，开展科技金融能力
提升、绿色金融优化示范、普惠金融深
化提升、养老金融扩面增效、数字金融
创新发展五大专项行动。

计划到 2024 年末，金融“五篇大
文章”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增强，信贷
结构持续优化，融资可得性明显提升，
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科技服务业贷
款、绿色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普
惠小微贷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贷款余额分别突破 2.5万亿元、4万亿
元、2万亿元、5.5万亿元。

科技金融能力提升专项行动
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加大金融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力度。加快项目对接，
积极满足重点领域融资需求。针对智
能家电、汽车等消费，主动对接厂商、经
销商等，将金融服务嵌入消费场景中。

切实加强科技金融服务能力建设。
积极推广“浙科贷”“专精特新贷”“人才
贷”等金融产品，持续探索“贷款+外部直
投”“投贷保一体联动”等服务模式。

拓宽科技型企业（机构）直接融资
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发
行双创专项债务融资工具、科创票据、
高成长债等。

绿色金融优化示范专项行动
深化生态文明建设

加大对绿色低碳转型金融支持。
积极对接“美丽浙江”建设重点领域项
目，探索区域性生态环保项目金融支
持模式。加大对节能降碳、环境保护、
循环产业、生态保护等绿色低碳转型
领域的金融资源投入。

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
拓宽环境权益抵质押物范围，鼓励金融
机构发放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
放配额等抵质押贷款，鼓励金融机构加大生态环境导向的
开发（EOD）模式支持力度，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拓宽绿色投融资渠道。支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
行绿色金融债券，增强绿色信贷投放能力。推动符合条
件的企业发行碳中和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债务
融资工具。

普惠金融深化提升专项行动
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

强化民营企业金融支持。持续开展“亲清直通车·
银企恳谈会”等活动，深化“民营企业金融联络员”服务
机制，以联络员为纽带，合力解决民营企业经营困难。

深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持续完
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建
设。深化信用融资破难行动，加大首贷、续贷投放和“贷
款码”推广等。持续深化汇率避险服务。

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加大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保供、“土、特、产”先行发展、乡村建设、“新农人”等金融
支持。持续深化金融助力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一县一
方案”，加大对山区海岛县的金融支持。

加大对重点群体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创业担保贷
款政策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的支持力
度。加强对新市民、农民工、残疾人、退役军人、技能人
才等群体的金融支持，满足重点群体合理融资需求。

养老金融扩面增效专项行动
加速推进“老有康养”优享工程

构建“老有康养”金融服务体系。加大对养老机构、
老年产品制造企业的金融支持。加强养老金融服务的
制度建设，完善政策、产品、人员体系。

提高养老金融专业化水平。稳步发展具有养老属
性的储蓄、理财、保险、基金等产品。支持金融机构对营
业网点进行亲老适老化改造。

加强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服务。加大力度开发各类
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有效对接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第三
支柱养老保险参加人的长期领取需求。

数字金融创新发展专项行动
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发展，优化“贷款码”融资
服务模式，推广线上信用贷款等业务。

加大金融支持数字产业力度。围绕浙江省数字经
济发展“十四五”规划，做好对数字产业的金融支持。聚
焦集成电路、智能光伏、高端软件等特色产业集群，加大
金融资源保障。

强化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深化“数字支付之
省”建设，促进数字支付产业发展。深入实施支付便利
化工程，建立并完善支付便利化优质服务区、特色银行
网点。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持续丰富数字人民币
应用场景。 本报记者 赵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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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14日，一份特殊的保险让上海大学
温州研究院和温州大学碳中和技术创新研究院双双
吃下“定心丸”——双方分别为“孤独症儿童快速筛
查及一体化健康管理系统”和“循环稳定的低成本钠
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制备方法及应用”的成果转化项
目，投保了科技成果转化费用损失保险，打破创新风
险屏障，为产学研合作保驾护航。

这是温州市首个科技成果转化风险保险试点项
目，也是温州市首批“科技成果转化保险”业务，意味

着该险种正式进入实践阶段。
今年 4月，瓯海区正式开展科技成果转化风险

保险试点工作，出台《科技成果转化风险保险试点工
作方案》，对试点单位在瓯高校、科研院所购买科技
成果转化类保险给予100%的经费保障，并将温州医
科大学、温州大学、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华中院等
11所在瓯高校、科研院所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开展先
行先试工作。

现场，瓯海区科技局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促成了
此次“科技成果转化保险”的落地，双方也将积极探
索保险与科技行业合作发展的新模式，持续护航科
技创新，助推地方新质生产力发展。据悉，投保了科

技成果转化费用损失保险的项目，若成果转化失败
最高可赔付100万元。

“科技成果转化费用损失保险便是基于试点推
出的专项保险产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市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往的产学研合
作模式，往往存在技术成果转化阶段成本高且有失
败风险等问题，使得企业因成本高不敢立项，高校研
究院则担心无法落地保守研发，以至于新成果无法
及时转化，科技成果转化风险保险就是为参保企业
和科研机构加装一条“安全带”，增强风险防范能力，
充分释放双方的合作意愿，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落
地效率。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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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级科创平台直接建到龙头企业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浙江探索（一）

在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的展示厅，第 7
块展板似乎时刻散发着“明星”光环。

“今年上半年，全国工商联、浙江省委常委会在
宁波调研期间，都曾到过我们公司，主要负责人不约
而同都在这块展板前长时间驻足。”永新光学总经理
毛磊介绍。

展板魔力何在？
“光电分院落户永新”，短短8个字的展板标题，

一语道破。
浙江大学宁波研究院光电分院是永新光学、浙

江大学宁波科创中心、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
院三方于2019年底共建的，为的就是推动浙江大学
光学工程“双一流”A+学科在宁波落地，服务宁波市

“246”产业中的千亿光电产业发展。
彼时，浙大宁波科创中心成立不久，正为科研建

设用地发愁，永新光学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伸出橄
榄枝——将分院建到他们企业里去，由他们免费提
供科研场所、部分贵重研发仪器、补贴水电开支、提
供合作项目及配套经费等。

身处永新光学，光电分院却是“自由身”，研发方
向自由，不受永新光学干涉，可为任何单位提供科研
服务。

转眼近 5年时间过去，光电分院展现出了非常
旺盛的生命力：从2名专职教师开始，发展到现在拥

有专职教师 11名以及来自浙大本部的 5名兼职教
师，并在2021年开始每年招收10名研究生。光电分
院（常务）副院长陈彪透露，光电分院场地一扩再扩
之后，近期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扩张。

“对双方而言，都是‘近水楼台’。我们是工科专
业，平常也经常跟企业打交道，在企业里面做科研，
交流更方便，也更多，双方的互信会增加，会第一时
间知道企业层面掌握的信息，这其中很多信息在高
校是听不到的，也多了技术以外的审视角度，避免了
沉溺于技术自身的孤芳自赏、闭门造车，这对做一些
落地的事情帮助非常大。对我而言，近两年我更加
清楚我所研发的新技术，如何更高效地推销给相关
企业，加速了研发周期，短短 3年左右，已经跟多家
宁波本地企业建立了互信，远超在高校时期。”随着
光电分院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陈友华老师说。2023
年，他已晋升为浙大教授。

陈友华坦言，他一开始也曾怀疑过将光电分院
建到企业里去的做法。“只要企业有产品和技术升级
迭代的需求，双方能一起做的事情就非常多，避免了
待在高校里面，经常搞成的那种‘一锤子买卖’的科
研模式。”

“这些年来，分院在学术上和技术研发推广上都
取得丰硕成果，分院专职人员作为通讯作者或第一
作者发表SCI论文50余篇，其中影响因子≥3的30余

篇，获授权发明专利16项，成果应用在企业产品中，
产品累计销售额超过7000万元。”陈彪介绍，分院11
名专职教师中有8人已经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科研成果是不是为社会服务，是否切切实实服
务于国家战略，我们企业也有一定的发言权。”毛磊
表示，中国高端光学显微镜市场空间巨大，但长期被
外国企业垄断，作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
业，永新光学承担着高端光学显微镜国产替代的重
要任务，通过与光电分院的合作，永新光学生产出应
用于嫦娥二号、三号、四号人造卫星上的光学镜头，
并打破显微科学仪器领域的多项国外技术垄断，已
实现从0到4%的国产化替代。

毛磊表示，应用型技术可以在大楼里写，但是要
做出产品来，一定离不开科技型企业，特别是龙头企
业的合作，只有合作才能更加有效地生根开花。“光
电分院落户永新，把根扎在永新，是多赢的局面，我
们一定要把它建设得更好。”

高能级科创平台建到企业里，在国内还属新事
物，但在国际上，这一做法并不陌生。曾在瑞典皇家
工学院做过访问学者的陈彪，对瑞典皇家工学院在
西斯塔科学城设置的类似机构，印象深刻。“三十多
年过去，运作还非常成功。不过与他们相比，我们更
进一步了，方向更集中，与企业也更接近了。”
本报记者 尤成勇 李伟民 通讯员 柯溢能 杨萝萝

集成多项技术，高度仿生原产地环境

帝王蟹“暂养”一个月还很鲜活

在舟山市朱家尖浙台经贸合作区核心区块，
浙江蟹曾鲜科技有限公司的鲜活帝王蟹工厂化循
环水养殖基地里，30吨约 12000只帝王蟹正在 42
个直径5.2米的暂养池中欢快地游着。

这批帝王蟹是月初从俄罗斯白令海峡进口的。
“不采取保活暂养措施的话，帝王蟹一般出水

超过三个小时，就会死亡。我们现在能做到暂养一
个月，成活率达到98%以上。”浙江大学舟山海洋研
究中心海洋生物综合利用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星说。

即使是夏天，一走进养殖基地，也不由让人倒
吸一口冷气。在现场，记者注意到车间内的水质
在线监测系统，包括溶氧、水温、pH值、盐度等关键
指标实时显示着，其中，水温一栏显示的温度在
3.9°C到 4.1°C之间。“帝王蟹智能工厂化暂养技术
在舟山市‘揭榜挂帅’科技攻关项目支持下，开展
了帝王蟹工厂化循环水暂养环境快速精准感知技
术研究和智能化养殖系统集成，构建了包括海水
制冷系统、循环水处理系统、增氧系统、水质在线
监测等帝王蟹智能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系统，高度
仿生帝王蟹的原产地环境，打造帝王蟹最佳生存
环境。”肖金星介绍，帝王蟹暂养期间，他们还做到
了让帝王蟹不减重。

为什么不进口后直接销售，而是费时费力进
行暂养后再销售？蟹曾鲜公司总经理曾文伟解

释，海鲜就图一个“鲜”字，
“各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高
峰期都不同，通过暂养，可
以有针对性地在各地进行
售卖，比如 9月份从白令海
峡捕捞上来的帝王蟹，经过
一个月左右的暂养，就可以

‘爬’进长三角各地婚宴，售
价就有了大幅提升。”

事实上，蟹曾鲜公司就

是在花了360万元拍下这套暂养技术后，才发展壮
大的。自2022年7月首批20余吨鲜活帝王蟹进口
至舟山，截至今年 5月底，该公司已累计进口暂养
帝王蟹800余吨，产值2亿元以上，而到今年年底，
产值有望突破3亿元。

不仅仅是帝王蟹，通过工厂化养殖、循环水调
养和调节运输箱内的温度、氧气、水质、盐度等实
现保活运输后，颇受各地食客青睐的舟山大黄鱼
也“游”得更远了。

“目前中心的团队采用小型运输箱实现了 36
小时的大黄鱼运输存活时间，这在同行业是时间

最长的，打破了以往活大黄鱼‘游’不出江浙沪的
运输魔咒。”浙大舟山海洋研究中心副主任金卫勇
介绍，目前他们正在攻关运输存活72小时的技术。

“舟山大黄鱼运销到外地，原先冰鲜鱼附加值
不高，而鲜活大黄鱼可以卖到 300多元一斤，经济
效益大幅提升。”舟山中惟科创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说。

金卫勇透露，中心将结合“南鱼北养”模式，逐
步开展科学暂养东星斑、老鼠斑等高端海珍品，让
更多更新鲜的海产品“走”上消费者餐桌。

本报记者 李伟民 通讯员 杨萝萝 柯溢能

给科技成果转化上保险
温州首批科技成果转化保险在瓯海落地

图为肖金星正在讲解工厂化暂养技术

眼下，浙江正全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和藩篱，奋力书写“创新深化”大文章，厚植新质
生产力发展沃土。本报今起推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浙江探索”系列报道，聚焦浙江各地的生动实
践，敬请垂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