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创上海

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kjw@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本版编辑 /王 蕾 视觉设计 /戚黎明2019 年 2月 12日 /星期二

8

    网络时代生活，你一定知道爱奇艺、

饿了么这样的企业和品牌，你可能不知
道的是，它们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科技

园。交大利用科技园这个载体，盘活了大
学人才、技术优势和区域资源优势，诞生

了一批知名高科技企业。
同样在复旦大学科技园，依托复旦

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软件工程等领域的学科优势，培
育了如复旦微电子、复旦光华等优秀创

业企业。2011年，复旦微电子荣登《福布
斯亚洲》杂志编辑评选的“最佳中小上市

企业”。
在倡导绿色环保的今天，怎样净化

空气，喝到更清洁的水？在同济科技园，
一批创新型企业能为你提供方案。比如，

上海济辰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业务
为节水产品和校园节水工程；上海伊尔

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目标是要将中国
工业制造产生的污染降到最低，已为超

过 80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提供了工业室
内环境治理方案。

来自市教委的信息，经过近 20年的
建设发展，上海高校科技园建设初具规

模，不仅诞生了一批高科技的明星企业，
更成为高校科技迅速转化、师生创新创

业的平台。目前，上海国家大学科技园共
有 13家，其中部属高校 7家（复旦、交

大、同济、华师大、东华、华理工、财大），
市属高校 6家（上大、上理工、电力、工程

大、海洋、体院）。主园区均位于所依托高
校的周边，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其中杨

浦区 6家，徐汇区 2家，长宁区 2家，静

安区 1家，普陀区 1家，浦东新区 1家。
以复旦科技园为例，已建成具有孵化、研

发、产业等功能的场所逾 20万平方米，
入驻园区企业 1527余家。2018年，实现

税收近 3 亿元，增幅约 20%；实现产值
近百亿；上市企业 12家、高新技术企业

25家、市级小巨人企业 6家、准备科创
版上市企业近 20家。

从复旦、交大、同济的经验看，“三区
联动”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市、区、校

通过合力支持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发
展，有效推动了大学校区、科技园区与公

共社区“三区联动”发展。

本报记者 张炯强 易蓉

    依托同济科技园，逐步形成了以科技

园为核心的“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总产出
以每年近 13%的速度稳步增长，2018 年

预计超过 400亿元。

同济科技园是科技部评定的 A类国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也被评为上海市 A

级创业孵化器示范基地。该科技园在发

展过程中遇到瓶颈：科技园在人事和激励
机制与市场化机制不一致，难以吸引优秀

的专业化人才加盟。这意味着自身服务
质量不高，园区日常运营管理效率偏低，

难以满足园区科技企业快速发展的需求。

更为重要的是，学校院系和同济科技
园在创新链上分属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

不同环节，彼此之间的价值取向、考核与
管理体系存在差异，彼此之间的了解不

足。另一方面，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的资金
需求量大，投资周期长、风险特别大，仅靠

科技园的自身资金储备是不足的。这些

问题其实是沪上多数大学科技园的通病。
同济科技园建议，在大学科技园认定

和评价时，增强对园区创新创业服务能
力、产业培育贡献能力比重；弱化孵化企

业概念，增强园区企业整体创新能力的评
估。对大学科技园政策扶持办法的制定，

建议从园区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产业集

聚等角度给予考虑，对于符合条件的分园

建设给予扶持。
同时，建议在高校综合评价体系中加

强对大学科技园工作内容的考核和评估，
进一步引导高校对大学科技园工作的重视

和支持。此外，政府对大学科技园的评价往
往集中从税收贡献角度考虑，与大学科技

园的发展理念和功能定位存在一些偏差，

建议推动大学科技园的考评体系向培育创
新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向转移。

大学科技园要面向市场，专业化运
营，建议进一步加强创新体制改革，更有

效的促进高校成果转化和知识价值溢出，
在市场化运作过程中寻求商业性和公益

性的平衡。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复旦科技园主要聚焦支撑软件和信息

技术、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教育培训等行
业领域，已初步形成“创业空间—孵化器—

核心园区—产业基地（在建）”合理布局，成
为校区共建“复旦创新走廊”的起点。

免征营业税、所得税、房产税和城镇

土地使用税，无偿给予创新孵化企业房

产、土地，是多数大学科技园的优惠政策。

可眼下光有国家的优惠政策是不够的。复

旦科技园于 2014年筹建了复旦科技园众
创空间，除了原有的优惠政策，还要进一

步做减法、除法。

减法：共享办公家具、会议室、休息
间、投影、复印机等大型办公设备与资源，

不该花的一分不花，一价全包，减少不必
要的支出。

除法：工商注册、税务法务、人事行
政、后勤服务这些困扰公司的繁文缛节统

统除去，100创客工场帮你搞定。此外，还
有加法和乘法。

加法即加速：时间就是成本，解决装

修等一切烦恼。拎包入驻，马上办公，第一
时间进入工作节奏，加速投入产出效率。

乘法：聚集 EMBA校友各项资源，各
方协同，各展所长，产生乘倍效应。入驻

伙伴只需专注自身的产品与研发，寻找
投资、开拓市场、宣传推广，这些事情统

统交给园区。复旦众创空间自成立以来，
累计孵化服务创业团队 200余家，其中

复旦大学教授创业团队 10多家，复旦学

生创业团队 120家左右，累计获得社会融
资过亿元。 本报记者 张炯强

集成
创新资源
全面提升能级

    上海交大科技园主要聚焦支撑电子

信息、互联网、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交大
与上海市科委、徐汇区政府联合组建上海

慧谷高科技创业中心，交大科技园作为早
期盘活大学周围存量闲置资产典范，形成

了著名的“慧谷科技一条街”。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介绍，一个

科技成果从产生到形成能带动经济的产
业，大致需要经过“0到 1”“1到 10”和“10

到 100”三个阶段，“0到 1”阶段是创新阶

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在大学实验室完成，
有国家各类科研计划的支持，“10到 100”

阶段是市场化阶段，这一阶段由于产品已
经成熟，因此会得到市场资本的关注与支

持。而大学科技园的主要服务对象，往往
是处于中间环节的“1到 10”阶段，主要工

作是推动产品的工程化，使实验室样品成

为商品，希望政府能在“1到 10”阶段加大
扶持力度，比如可以在区一级政府组织科

技基金进行有针对性的支持。他建议，大

学周边区域的规划建设，应充分考虑大学
的创新集聚优势，系统地有针对性地布

局。对大学而言，在校园周边能拥有一个
好的大学科技园，进而能以科技创新带动

区域经济发展，也是学校长期快速发展的

可靠支撑。 本报记者 易蓉

上海高校科技园诞生一批明星企业

不久前，市委书记李强实地调研复旦大学科技园和同济大学科
技园建设。李强指出，大学科技园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策源地
和承载地，要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工作的指示
要求，把做大做强大学科技园摆在重要位置，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全面提升大学科技园的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为上
海加快建设“五个中心”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作出应有的贡献。

交大：创新起步阶段 盼大力度扶持

复旦：别躺在优惠政策上要更主动

同济：专业化运营需要改革考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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