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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首款类脑互补视觉芯片“天眸芯”开启机器视觉“智慧之窗”，到浙江大学找出抑郁症脑机制“元凶”，再到白马湖实验室科研团队

发明新型绿色甲醇低碳燃料⋯⋯刚刚过去的2024年，浙江科技创新成果百花齐放，创新活力驱动全省科技发展万壑争流。

新岁已至，创新浙江启新程。1月9日，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活动周开幕式暨第二届浙江科技创新合作大会在杭州举行。本次

活动以“创新浙江 新质未来”为主题，以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深化建设为牵引，通过搭建科技创新合作交流和成果转化平台，

助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据了解，本次活动周由“1+2+N”即 1 场开幕式、2 大主题专场、N 场市县子活动组成。开幕式上，一系列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关举措正式发布。
“采用石墨烯絮片制成的 4 斤冬被，保暖性可与 8

斤甚至 10 斤的普通冬被比肩。”在大会现场的“浙里好
成果”直播间，杭州国际石墨烯博览馆馆长吴婷正向观
众展示石墨烯终端产品。重量轻、保温强，这些原本应
用于高精尖科研领域的新材料，此刻正实实在在走向
大众。

除此之外，还有“天目山一号”氢动力长航时无人
机、高风险致病微生物精准检测仪器、紫苏乌龙茶⋯⋯
多个“浙里好成果”在直播间与大众见面。同时，大会
现场设置线下专场路演平台，来自白马湖实验室、中国
科学院宁波材料所、之江实验室等重大科创平台的一
批标志性成果也在此同场竞技，生动展现了浙江科技
的硬核实力。

让好成果面向大众广泛传播、面向市场精准推介，
是我省“双百千万”专项行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系列
举措之一。2023 年以来，我省百家高校院所和新型研
发机构开展百场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千名青年人才入
企实施千次产学研合作、万家科技型企业开展万项科
技成果对接转化，省市县贯通联动、共同打造“1+11”
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体系，探索形成了 N 个可复制可推
广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为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专项行动实施至今，已经形成了一批示范性科技
成果转化模式。如杭州制定出台《杭州市概念验证中
心建设指引》，发布全国首个成果转化领域大模型“智
者大模型”；宁波依托国家级赛事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创
新挑战赛，形成“企业凝练需求，科研团队开展研发攻
关，政府企业共担研发投入”的立项引导激励机制；温
州打造“瓯江科创慧”成果转化品牌，通过医工结合等
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的方式，推动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
发展⋯⋯

“满天星计划”“越快转”“廊链汇”“衢动力”⋯⋯在
展示洽谈专区，紧扣“双招双引”这个关键，11 个设区市
带着各具特色的“双百千万”行动品牌集体露面，高能
级的平台载体、大刀阔斧的改革政策，吸引不少企业驻
足交流。在品牌矩阵牵引下，各地因地制宜积极探索
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形成了 30 多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案
例做法，涌现出了概念验证、“科技副总”、先投后股、

“中试+”等首创经验，成为创新浙江建设的生动写照。
同时亮相的还有“之江同心·新知新质圆桌会”智

库群。作为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
发展的工作机制，圆桌会机制由省科技厅和省委统战
部共同建立。圆桌会围绕生物医药、通用智能机器人、
磁性材料等领域在 11 个设区市进行体系布局，凝聚科
学家、企业家、金融家等各界人士的力量，齐心协力为
地方产业发展“把脉”，加快破解科技创新这道“必答
题”。

未来，浙江将纵深推进贯通省市县的科技成果转
化应用体系，推动更多成果转化的首创经验和模式路
径持续涌现，打响“浙里好成果”品牌，以市场机制构建
精准的供需匹配、合作对接机制，让更多好成果联动资
本、走入企业。

在“浙”里，创新与规范并驾齐驱，技术与产业同频
共振，政策与市场携手共进。今朝踏稳创新路，明日更
展科技图，浙江将继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构
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不断优化科技
创新生态，推进教科人一体化，促进前沿技术研发应
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在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奋力书写科技强省新篇章。

双百千万
厚植省域协同“创新土壤”

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关键在
于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产业化水平。

在浙江，企业能够“先用后转”，更快享受技
术成果。在专利保障下，企业可以先行试用科研
机构的成果技术，达到预期效果后再进行深度合
作与成果转化，大大降低了企业资金投入和试错
成本，为推动科技成果资源化利用、体系化对接
提供了新方法。

“这就是‘先用后转’成果池，就像一个水库，
把各个高校、科研机构的成果汇集起来。”省科技
厅成果处相关负责人介绍，“高校院所与企业将
以此为纽带，更快捷地寻找潜在合作对象，更充
分地了解彼此能力与需求，并借助政府构建的一
系列保障机制更加有底气地实施产学研合作。”

超威电源集团有限公司是省内较早设立“成

果池”的企业之一。该公司通过对“成果池”内科
技成果进行分类分级，形成“筛选、判断、对接、先
用、中试、后转”全流程运营模式以及知识产权保
护、利益分配机制，推动科技成果向超威集团自
身以及上下游配套企业进行“先用后转”。“未来，
我们将利用‘成果池’，把电池产品从 3.0 版本向
4.0、5.0 上推进，实现成果在全产业链上共享。”超
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开幕式上，浙江首批“先用后转”“成果
池”正式启动建设。除了超威集团，还有城西科创
大走廊泛低空、萧山视觉智能、嘉善通信电子、武
义电动工具、浙江大学龙泉汽车热管理、杭州电子
科技大学上虞工业元宇宙、桐乡高分子材料、浙江
理工大学象山针织等共计 9 大“成果池”首次亮
相，成为全省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先行示范。

此外，现场还正式揭牌成立科技成果与知识
产权鉴证评估中心。作为中国人保财险在杭州
设立的创新型服务机构，该中心通过构建科技成
果转化风险识别、评估、预警、补偿等全过程服务
机制，逐步形成成果转化“风险池”，为重大科技
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有力的风险减量服
务。“我们对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进行分级分类管
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说，“当转化遇到瓶颈，以技
术需求接力救济机制降低研发活动风险；当转化
失败，以风险补偿机制来减少创新主体损失。同
时，中心也积极推动投保贷联动，撬动社会资本、

信贷等多种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
期。”

借着政策补助“东风”，企业和机构最高可享
受 80%的风险减量保险财政补贴，针对科技转化
的技术风险、资金风险等形成了“政府补一点、保
险赔一点、企业出一点”的风险补偿机制。结合
人保财险先行探索经验，相关风险评估支撑体系
已经在丽水龙泉“先用后转”、温州龙湾“先投后
股”、嘉兴“嘉科保”、衢州中试保险、舟山“育种育
苗”人才险、科技保险“科知保”等领域落地，逐步
实现从单个保险产品供给到整体风险减量管理
体系、从单纯保险服务到科技创新活动利益共同
体转变。

未来，浙江将聚焦重点产业链构建“成果池”
“资金池”“风险池”“安心池”“政策池”的联动机
制。“整合高能级科创平台科技成果组建‘成果
池’，利用好成果赋权、单列管理、尽职免责、司法
保护等改革工具形成‘安心池’，布局技术转移转
化平台、实施技术经理人派驻制和‘科技副总’机
制完善‘政策池’，整合‘投、贷、保’金融资源打造

‘资金池’，围绕重点产业链构建风险减量和补偿
机制建立‘风险池’，以‘五池联动’优化科技成果
转化生态。”开幕式上，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提出
汇聚科技成果转化“五大资源”的融通联动模式，
让科创技术落地更加高效，为塑造发展新优势提
供强大引擎。

五池联动 搭起技术落地“更暖温室”

浙江是科技大省，科技成果数量多、质量好、
市场化程度高是显著特征。但市场化环境下，对
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操路径、尺度及边界把握仍
然比较模糊，导致科研人员、管理人员仍然不能做
到完全“心中有数”。

如何实现公正、规范的公开交易，形成全链
条、全周期的转化模式？开幕式现场，《科技成果
公开交易规范》《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规范》正
式发布，让“浙”里成果公开交易和科技成果转化
内控管理有了明确标准，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
里”。

作为围绕科技成果公开交易出台的全国首个
通用性省级地方标准，《科技成果公开交易规范》
填补了国内科技成果公开交易领域标准的空白。

据悉，该标准明确了科技成果公开交易活动
的民事主体、科技成果交易的机制要求、数据库建
设要求以及信息安全要求，提炼并规范了科技成
果公开交易的一般要求及流程，对科技成果交易
的规范实现闭环。标准让各类技术要素通过统一
平台进行市场化配置，推动职务科技成果高效转
化、规范转化、安心转化，为全国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工作提供参考范本。

“以往由于缺乏明确统一的标准，科研机构和

企业缺乏保障，工作难以形成合力，不仅效率低
下，还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在现场，不少交易参
与人员表示，“该规范为各个单位落实责任提供了
有理可循的依据，统一了科技成果标准化、体系化
落地转化的步调，各环节衔接更加顺畅，交易双方
也更安心。”

而由浙江省科技厅提出的《职务科技成果转
化管理规范》作为全国首个围绕职务科技成果转
化内控管理出台的通用性省级地方标准，于 1 月

14 日开始实施。该标准规定了科技成果转化管
理的基本要求、成果管理、成果赋权、转化审批、公
开交易、作价投资、奖励分配、风险防控等内容，为
成果转化各相关方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指南册。

“有了这两个‘规范’，成果赋权、单列管理、
尽职免责、司法保护等改革举措更加细化具体，
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科技成果标准化，构筑形
成科技成果转化‘安心池’。”省科技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

双管齐下 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里”

“浙里好成果”直播间

2024年度重大科技成果盘点

在科技创新展示洽谈专区，企业代表体验科技产品。

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活动周暨第二届浙江科技创新合作大会主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