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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金服深度融合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实现形式，能够统筹创新主体、协调各类优势资源，加快推进科

技成果转化塑造发展新动能、新势能。党的二十大报告用一整个章节专门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

设人才支撑”作出了重大部署，并明确提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水平”。天津市“十项行动”中的推动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市行动提出，要提升科技支持产业发展能力，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培育科技型企业，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融合发展。

那么，在科技成果向产业转化的过程中，有哪些阻碍，需要克服哪些困难，科研人员、科技企业、高校院所和地

方政府应该怎样做？如何加强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来到东丽区走访了多家企业、高校院所

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展开采访。

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一条龙”
——东丽区加快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深度调查

今年3月，建筑面积超4.2万平方米的爱
思达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基地启用暨
天津市航空航天人才创新创业联盟企业技术
中心签约仪式在东丽华明高新区举行，该基
地的落成启用意味着将进一步促进航空航天
与新材料研发成果转化应用，将进一步提升
东丽区航空航天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东丽是一片创业的沃土。”天津爱思达

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毅回想起
2018年自北京落户东丽以来，团队从最初十
几人壮大至 400 余人，生产空间从最初的
5000平方米逐步扩大到30000多平方米，研
发项目和申报专利数量逐年递增，产值逐年
快速增加，言语中透露着喜悦。
“公司负责研发提供火箭整流罩等众多

高性能新材料产品，解决了火箭的结构功能
一体化部段可靠性问题，多次助力商业航天
火箭发射成功。作为一家民营航天科技企
业，爱思达航天与国内目前飞行成功的几个
头部商业航天火箭公司均有合作，成为我国
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重要科技支撑力量。”张
毅接着说，“在东丽发展的5年，爱思达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我们的总部基地实现了当年
拿地、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投产的奇迹，
这和政府对于企业创新的支持是离不开的。
我现在是东丽区的招商大使，发自内心地鼓
励身边那些有创业想法的朋友来天津发展，
这里能够实现他们的创业梦想。”
与张毅有相似创业经历的中唯精密工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成泽说：“当初带着新一代
等离子液体纳米抛光技术，到处寻找成果产
业化的地方，经过长时间多地反复比选，最终
下定决心于2019年12月在东丽区创建总部
公司。”回忆起企业初创时的情景，于成泽难
掩激动，“是东丽区政府对企业家的热情服务
与真诚合作，让我决定要扎根下来。”
当前，中唯精密发展迅速，在解决各行业

抛光技术难题的同时实现了智能化装备的自
主研发设计与生产制造，企业计划建设24条
PLNP自动化生产线，核心业务板块进入高
速推进期。

笔者与东丽区科学技术局有关同志交
流时，了解到像爱思达航天、中唯精密这种在
东丽区初创并获得发展的优质科技型企业还
有很多，这些年轻杰出的科研人才选择东丽，
很大一方面就是因为东丽区一流的营商环境
和对企业家、青年人才无微不至的服务。

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供需对接机制，众
多资质完备的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平台，科学
精准的全链条全流程科技服务体系，天津市
航空航天人才创新创业联盟等各类人才集聚
平台，集中评审论证、三级领导干部包联、优
质项目护苗培育行动等优质项目服务举措，
一套材料办审批、承诺制、容缺办理等高效审
批流程等等，这都是东丽敞开怀抱、欢迎四方
来客筑梦圆梦的底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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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一次次成功发射的火箭，小到一次
运算速度、一块材料厚度、一份数据传输，关
键工程技术领域的每一次关键性突破与技术
飞跃，都需要金融作“翼”，为科技创新插上腾
飞翅膀。

2022年12月22日，坐落在东丽经开区的
民营企业天津凯华绝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
功登陆北交所，成为天津在北交所上市的首个
民营企业和东丽区首家上市企业。凯华绝缘
上市前，面对国内外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却受
厂区限制难以扩大生产规模，于是计划上马新
项目——环氧塑封料生产基地，但自有资金无
法支持项目完成，全靠银行贷款压力又太大，
如果能在北交所成功上市融资，新项目建设资
金便有了着落。究竟要怎样做企业才能顺利
上市？这些问题都让企业陷入了泥潭。

关键时刻，由市区相关部门牵头深入企
业，上门服务，协调解决企业在上市挂牌过程
中的相关问题，排出日程表，挂图作战、逐一解
决，为上市保驾护航。在距离公司上市不到一
个月时，证监会下发相关要求：凯华必须要在
短时间内找到具有良好市场信誉和影响力的
战略投资者。紧要关头，东丽区企业上市服务
专班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利用东丽经开区产业
发展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注资，引导其他投资
者完成了企业战略配售的关键一步。

天津清研陆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从
东丽土生土长壮大起来的一家私募投资机
构，致力于成为科技创业与产业创新的最佳
合作伙伴。陆石投资成立以来，由清华大学
汽车研究院成波院长作为投委会主任，始终
专注于航空航天和智能汽车产业链的早期投

资。这个不到20人的年轻团队，作为中国最早投
资商业航天的几家机构之一，正在逐渐成长为行业
细分领域的头部机构。

今年是陆石迅速发展的一年，创投基金达到了
5支，募集资金12.5亿元，凭借深厚积累的技术背景
和产业资源，通过严谨的投资逻辑和专业化的投资
判断，在航空航天和智能汽车产业链布局了一批包
括翼辉信息、天兵科技、讯联科技等优质企业，已投
41个项目中，有3家企业成功IPO上市，11家企业
计划申报上市，超过70%为天使项目，8家企业估
值增长超10倍。

家乡在河北、求学在北京、创业在天津的“新京
津冀人”，陆石投资董事长邓钊说，“得到了政府资
金的支持，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信心的加持，
我们更加坚定地支持航空航天产业，通过基金的方
式来帮助东丽进行招商引资，吸引一批优秀的航空
航天企业到天津落地。”

科技与金融是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二者的深
度融合，更加有利于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满足企业
不同阶段的融资需求，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
力。近年来，东丽区一方面用“金融活水”助力科技
企业发展，一方面支持产业基金成长，加快形成产
业基金“以投带引”的发展模式，推动社会资本“投
早、投小、投硬科技”，靶向支持科技含量高、产业关
联强、发展空间大的优质项目，加快科技创新资源
向东丽区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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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从研到产需要通过重重
关卡，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竹篮打水一场
空。为解决技术到产业的难题，让企业
家把科研人员手中的技术直接接住，保
障顺利产业化，政府部门要当好桥梁做
好对接，既要整合区域内科研院所资
源，又要整合社会需求与技术对接。

中科院苏州医工所天津工程技术
研究院作为专业从事医疗器械工程技
术研究与服务、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孵
化的新型研发机构，经过四年的产品工
程化攻关，在三重四级杆质谱仪项目实
现重大突破，并于2021年取得国内首个
自主知识产权医用质谱注册证。

东丽区多次召开成果对接会，积极
推广帮助其实现成果落地，在2021年促
成与山东威高集团签署成果转化协
议。医工所天津工研院以知识产权作
价入股与威高集团共同设立威高国科
质谱医疗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新建三
重四极杆医用质谱仪生产线项目，计划
总投资1.5亿实现三重四极杆质谱仪项
目产业化。5年内预计销售突破300台，
年销售收入预计超5000万元，年税收约
500万元。
“尽管已经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但

我们并没有打算轻易‘放过’医工所的
这个质谱仪项目，”东丽经开区有关负
责同志说，“我们联合区内科技、工信等
行业部门，邀请专业服务机构为企业现
场把脉，规划未来发展方向，目标是要
推动医工所逐步推动质谱仪、质谱检测

试剂等项目陆续产业化，使科技成果产业化
实现由点到线、由单到链，开出盛大的产业集
聚之花。”

科技永不止步，创新永无止境。面对未
来，面对已经到来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东丽还
有很多“硬骨头”要啃，还有很多“硬山头”要
逐个攻破，但东丽将始终坚持深化创新，把科
技创新的旗帜举得更高，把第一动力的引擎
打造得更强，为加快建设更具影响力的京津
冀科技创新高地，做出东丽新贡献，谱写东丽
新篇章。

科技日新月异，形势一日千里。如何把创新
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
量”，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提升高校和科研院所
科技成果区域内的转化效率和比重。因此，助力
科技成果完成“惊险一跃”，从“实验室”快速走向
“生产线”，也成为了所有科技工作者面临的一道
难题，而唯有创新之钥才能开启制胜之门。

今年4月，第十四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
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民航大学科创院副院
长周晓猛教授荣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
该奖项是第一个在产学研合作方面的全国性
奖项，表彰面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第一线的单
位和个人。
“民航大学新修订出台的系列科技成果转

化奖励激励政策，是我能够获得此项殊荣的最
重要基础。”周晓盟谈起获奖的喜悦。

自东丽区政府与中国民航大学签订《关于共
建“中国民航大学科技园”的合作框架协议》以
来，为加快中国民航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东丽区
提供载体和运行经费等各方面支持。民航大学
出台《新时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意见》《职务
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实施办法》等系列关于科
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文件。学校鼓励转化合作方
受让成果股权，成果股权的95%直接归成果完成
人，其余5%由转化合作方购买。成果转化净收
益，85%分配给成果完成人，完成人可以实实在
在、踏踏实实获得科技成果转化的收益。

2022年4月，中国民航大学职务科技成果转
化收益首批现金奖励发放到到位，6位教师直接
收益62万元。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教师张长
勇表示，学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很给力，专利
转让收益的85%归成果完成人，还能减半纳税，
让科研人员切实体会到了成果转化应用的成就

感和创新激励的获得感。
不久前，天津中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无锡机场

道面错台病害修复工程施工过程中，由于跑道面板土
基隐藏病害定位不准，很难做到精准注浆，导致压浆
后泥浆外喷、无法精准控制抬升量。面对这个技术难
题，企业及时联系到中国民航大学科技园。中国民航
大学科技园总经理高庆吉告诉笔者：“通过梳理学校
专利、论文及获奖成果情况，我们帮企业对接到交通
科学与工程学院机场系副教授刘国光团队帮企业解
决了技术难题，顺利完成施工并通过验收。”

通过这次合作契机，天津中璟出资、技术团队科技
成果作价入股，共同在科技园成立天津航大中璟科技有
限公司，一桩典型的大学科技园“拉郎配”就完成了。

高庆吉说：“中航大科技园自2021年7月开园以
来，累计已完成141件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转化总金额
达4000余万元，园区入驻企业达到56家，这些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扩充了东丽区航空航天产业
图谱，提升了产业链总体产值。
2022年被认定为市级大学科

技园优秀等次，并获得市
财政资金奖励 400
万元。”

爱思达总部基地助力航空航天和新材料研发成果转化

东丽区整合域内科研院所

资源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图为坐落在华明高新区的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

中国民航大学科技园的科技成果转化扩充了东丽航空航天产业图谱

爱思达航天在东丽这片沃土实现跨越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