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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衣春翔 韩雪

日前，全国机械创新设计大赛黑龙江赛区总
决赛在哈尔滨举行，一位专家的问题引人深思
——大学生应进行什么样的创新创业实践？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了大学生的活力，无论
是全国还是我省，参与创新创业实践的大学生比例
越来越高。不过有专家看到了隐忧——部分创新创
业项目与市场需求脱节，或是低端雷同。

可喜的是，随着我省“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
计划”启动，龙江学子看到了科技创新转化的巨大效
益，看到了高新技术创业带来的丰厚利润。

面向市场、依靠科技，龙江大学生正在进行一场
创新创业的转型升级。

创办科技公司
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

汪开灿 2014年博士毕业，在他毕业前就已找到
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单位——航天五院 502研究
所。

然而经过一番思量后，他毅然选择投入创业大
潮中。“把掌握的科技成果变成能够改变世界的产品
才是我的理想。我希望将我掌握的技术运用到国家
的工业领域中，而不是止步于完成一项实验室课题。”

于是，汪开灿在2015年底成立了零声科技公司。
零声科技公司致力于新型超声无损检测设备的

研制开发。这种新型检测设备在钢轨、管道以及板
材性能检测及维护等多个重要领域有关键作用，可
以满足我国目前高铁、管道运输等产业飞速发展的
迫切需求。而这些高精尖产品几乎都来自于创业团
队内部的科技成果转化。

汪开灿大二时就跟随哈工大军用电器研究所所
长翟国富老师进行电磁超声无损检测的相关研究。
在十余年的不断学习与锻炼中，他的科研能力日渐
精湛，所在的科研团队取得的成果在国内首屈一指，
具有极好的应用前景与发展潜力。零声科技公司很
多成员都是从前科研团队的伙伴，共拥有 15项授权
专利，发表 SCI论文近 20篇，这成为零声科技公司
强大技术实力的基础。

“创业与实验室研究区别很大，并不轻松。”汪开
灿坦言自己的团队在技术方面国内领先，所设计的
产品性能指标优异，但学生出身的他们对于联系融
资、调研市场环境以及满足客户需求等方面却不太
擅长，创业面临很多困难。

2015 年，零声科技公司入驻哈尔滨工业大学
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后，获得了许多扶持，得以快
速发展。公司目前已与中国石油、铁道科学研究
院等相关企业与机构积极谋求合作，产品也在不
断推向市场。

利用“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良机
引导大学生参与科技成果转化

我省创业导师贾波认为，在经历了接近两年的
高速发展期后，我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面临转型升
级。“那些市场地位不清晰、低端雷同的大学生创新
创业项目会在转型中淘汰。”

他建议，我省应该结合“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
动计划”，引导更多大学生依靠科技、专业和技能创
新来进行创业。高校则可以引导在校学生建立专门
的科技转化方面的创业团队，将学校的科研成果转
化为创业项目，一举两得。

据了解，东北林业大学正计划让更多的学生介
入老师的科研项目，引导学生把老师的成果转化。

从汪开灿的案例可以看出，入驻创业园成为了
创业实践的转折点。随着高校创业园、创客空间和
产业园发展，已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创业者受益。

“我省当然需要大学生进行各种各样的创业尝
试，但更需要高质量的创业项目。高校和社会的创
业园等机构选拔入驻团队和企业的过程，实际上就
是一种方向引导。”我省大学生创业研究者秦光齐表
示，这样的选拔有利于引导大学生以创新驱动创业，
用专业进行创业，让市场导向创业。

创业园等机构又应如何进一步扶持和引导入
驻团队呢？哈工大团委副书记李敬伟介绍，哈工大
创新创业园组建了由创业导师、技术导师、投资经理
和管理人员组成的专业服务管理团队。提供包括优
质免费场地服务、商财法税一站式服务、导师指导培
训服务、企业交流提升助推服务及创业投资对接、生
产资源对接、政策落地对接等服务，为大学生创业企
业快速成长提供了良性的生态系统。在此推动下，
创业园中创业企业 2015年的营业总额达 1400余万
元，形成了 6亿元的创投基金合作意向。截至目前，
园区企业共获得风险投资 1650万元。

面向市场 依靠科技

龙江大学生
创业转型中

去年以来，按照省政府总体部署，我省“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划”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和各市地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主动作为，合力推动五个环

节工作，落实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措施，全省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迈出坚实一步。

1~4月份，全省累计开展对接活动34次，签约转化高新技术成果24项，签约额1.6亿元；累计新注册成立科技型企业809家，新增一定规模科技型企业

73家；累计组织投融资对接活动16次，有23个高新技术项目签约1.7亿元；累计有12家科技型企业在“新三板”挂牌；新增吸纳本科以上学历1098人。

2015年以来，累计注册成立科技型企业2925家，形成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科技型企业512家，有50家科技型企业上市（或挂牌）；累计吸纳本

科以上人才8834人，其中博士263人、硕士1079人。

大庆福瑞邦医药产业园。 本报记者 苏强摄

引

子

激活内生动力 厚植创新沃土

释放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新动能
“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划”进展纪实

哈工大马晶和谭立英教授团队在哈尔滨科技创新城转化
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星地激光链路通信试验”成
果，具有带动卫星激光通信产业形成千亿元规模的潜力。

牡丹江友博药业自主研发的“疏血通注射液”实现产业
化，2015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5亿元，成功在主板上市……

一项项成果的取得得益于省委、省政府对科技创新驱动
发展的高度重视。近年来，我省明确提出向高新技术成果产

业化要增量，围绕“十大重点产业”建设，先后开展“科技成果
转化落地专项行动”、“科技成果招商与转化对接活动”，实施

“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划”，培育了龙江经济发展新动
能，促进了我省在科技创新创业方面蕴藏的强大能量持续集
聚和释放，为我省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科
技支撑。

仅“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一年多来，我省

通过梳理成果、成立公司、进入孵化、借力资本市场发展、推动
企业上市等 5 个环节，加快推动高新技术成果生成高科技企
业，共新注册成立科技型企业 2925 家，新形成主营业务收入
500万元以上的科技型企业512家；新吸纳本科以上人才8834
名；通过组织 110 场次科技投融资对接活动，为 175 个科技项
目融资 39亿元；全省新增 47户科技型企业上市（挂牌），高新
技术成果产业化支持经济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本报记者 彭溢

内燃机排放是造成“雾霾”及能源消耗的“元凶”之
一。采用天然气作为燃料的天然气发动机是现阶段实
现能源多元化战略和节能减排的最经济可行的方法，
而控制系统更是双燃料发动机的核心高端装备。

日前，记者在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内燃机实验楼，见
到了哈尔滨哈船动力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在此试验改进
的天然气发动机。技术人员告诉记者，这个发动机在
原有柴油机的基础上，增加了LNG（液化天然气）供气
系统和天然气电控喷射系统，以实现单纯柴油燃料状
态和天然气燃料状态下两种运行模式。如果以 LNG
为主要燃料, 燃料成本可降低约 25%，硫氧化合物可
减排 70%，氮氧化合物减排 85%，二氧化碳减排 20%。

天然气发动机控制关键技术是哈尔滨工程大学动

力与能源工程学院科研团队经过长期艰苦攻关取得的
成果，并摘得了 2010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在上
海成立派芬自控股份有限公司的哈尔滨工程大学毕业
生孙继超，回到母校“淘技术”时看中了这项技术。
2013年，哈尔滨工程大学和派芬自控联合出资成立了
哈尔滨哈船动力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瞄准长江流域的
绿色运输船舶市场，开始了艰难的成果产业化路程。

2015年10月，在我省“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
划”中，在省市政府的支持下，哈船动力通过增资扩股，
引入黑龙江大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宝力集团资本
等社会资本，公司注册资本达到1.4亿元人民币。目前，
哈船动力正在哈尔滨高新区建立哈尔滨工程大学哈船
动力产业园，预计2017年中可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剑指能源消耗 哈船动力推进产业化进程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做中国焊接领域的领军企
业，也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将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推广到
全世界，成为焊接领域的世界知名企业。”哈尔滨万洲
焊接科技有限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材
料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黄体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日前，在哈尔滨万洲焊接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领略
了这个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的技术。在两块厚板铝合
金的拼接处，是一条完美的弧形纹，完全看不到焊接的
缝隙。公司生产主管、哈工大在读硕士研究生吕宗亮
告诉记者，这就是采用了公司自主研制的搅拌摩擦焊
技术，该技术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装备制造
领域。

公司的创新团队成员多数来自于同一个实验
室——哈工大先进焊接与连接国家重点实验室。一项
又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和国内领先水平的技术成果
在这里诞生。在实验室学术“大咖”的鼓励和指导下，小
伙伴们从本科阶段起就开始参与科技创新，在取得多项
发明专利的同时，有了雄厚的技术积累，并慢慢萌生了
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想法。

去年 5月，在省政府和学校的帮助下，万洲焊接成
立。2015年，公司营业额达到 150万元，新型摩擦焊机
获得订单 240万元。

让科技成果“落地”
万洲焊接誓做领军企业

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我省实施“千户科技型
企业三年行动计划”以来，想方设法加强科技型企
业借力资本市场发展，推动天使投资、创业投资、
融资担保等投融资机构为科技型企业和高新技术
产业项目提供投融资服务。一是组建实体性高技
术产业风险投资基金。省政府出台文件，每年新
投入 3 亿元作为新的风险投资引导资金，引入风险
投资者共同设立基金投资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
在省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大会上，筛选了 9 家国
内投资机构在龙江组建了 9 支投资基金，为机器人
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处于初创期、成长
期和成熟期的科技型企业或项目提供资本市场支
持。二是做大省科技创业投资政府引导基金总体

规模。省科技创业投资政府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
本共同发起设立了红土科力、富德资本等 16 支子
基 金 ，规 模 达 到 23.5 亿 元 ，向 39 家 科 技 企 业 股 权
投资 3.8 亿元，有 11 家企业上市（挂牌），带动 28 家
创投机构聚集哈尔滨科技创新城，管理资本 62 亿
元。

我省还积极推动科技企业在主板、创业板、中
小板、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做大做强。
去 年 以 来 ，全 省 新 增 50 户 科 技 型 企 业 上 市（挂
牌）。这些高新技术企业加速生成与壮大，最新科
技成果陆续产业化，为龙江经济发展培育了源源
不断的新动能，为我省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提
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点 题 深耕融资平台 让技术借力资本翱翔

哈船动力是我省政府、企业、高校联合激发龙江
内在潜能，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的成果之一。据
了解，为激励科研人员创新创业、转化成果、创办企
业，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
制激励人才创新创业若干政策的意见》，重新制定

《黑龙江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等，深入挖掘哈
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等
重点科研机构梳理可产业化的技术成果成立公司。
去年以来，共新注册成立科技型企业 2925 家，新形成

主营业务收入 500万元以上的科技型企业 512家。哈
工大机器人集团、焊接产业集团、激光通信有限公司
等相继成立。

我省还引进高新技术成果，与中国科学院、中国
工程院、中关村、北京市科委及北京理工大学、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相继建立合作关系，组织开展了“院士
龙江行”、“龙京创新驱动区域合作”等系列活动。全
省 158 家单位与中科院开展 235 个项目合作，有 43 个
院士团队的97项成果在我省实现转化。

点 题 深挖科技潜能 促进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

一年来，万洲焊接的快速成长，受益于我省打造的
良好的孵化沃土。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我省“千户科
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充分发挥科技企业
孵化器和科技园区作用，推广科技企业新型孵化模式，
加快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空间发展，在培育科技型企
业的同时，吸引新成立的科技型企业入孵发展。加快
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和科技人才向全省5个高新区、6个
大学科技园、18个科技特色产业基地和37个农业科技
园区集聚，努力推动成果转化，积极孵化服务企业。哈
尔滨科技创新城“动车组效应”凸显，集聚了中科院产
业育成中心、703研究所、哈焊所、哈兽研、玻璃钢研究
院等200个国内外创新机构。全省新增中关村基地众
创空间、哈尔滨斯达普、乐业众创空间等 58家新型孵
化器，新增科技型企业1418家。同时推动科技资源服
务共享。入网大型仪器 3915 台（套）、检测项目 32357
项，实现服务5.6万次、金额3.27亿元，我省被列为国家
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首批
试点省。

点 题
推广新型孵化模式
助力创业梦想起航

融资难是绝大多数科研成果在生成企业的过程中
难以逾越的坎儿。为破解这一难题，我省“千户科技型
企业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大力推动科技与资本融合，着
力借力资本市场的发展。尤其是针对在银行很难拿到
贷款的初创科技企业进行天使投资，使小微科技企业插
上“天使”的翅膀顺利起航。

神舟七号飞船宇航员出舱时所穿戴的宇航服主体
框架和袖口反射镜的设计制造团队，哈尔滨工业大学金
属复合材料与工程研究所所长武高辉所带领的科研团
队，打算成立公司，主打电子封装用复合材料、光学级
SiC/Al复合材料等“高大上”产品。消息一出，风投机构
纷纷来洽谈合作。

团队最终选择与省科力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合作，成立了翔科新材料有限公司。为了对翔科成功投
资，科力颇费了一番心思。科力副总经理陈盟介绍，今
年 6月，科力针对翔科资产特点，灵活采用普通股权、优
先股权、可转股债权等多种金融工具组合投资的方式，
独立完成了对翔科的 Pre-A 轮投资，为企业提供 1500
万元资金，用于生产基地建设。

翔科公司总经理武强告诉记者，之所以选择科力公
司，是因为“科力对翔科入股后的股权三年后可以赎回，
即当企业发展壮大以后，在支付微少的借款利息后，可
以随时将科力公司持有的 15%股份赎回，这打消了我们
接受投资的最大顾虑。”

为小微科技企业插上“天使”的翅膀

哈尔滨工程大学创新创业交流区。本报记者 苏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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