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2023年2月19日/星期日 本版编辑/刘珍华 本版视觉/竹建英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信

▲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上海新闻

本月，作为闵行区重大工

程，大零号湾国际智能医疗创

新中心、大零号湾科创成果转

化中心本月陆续开工，这也意

味着闵行南部的这片创业热土

再度迎来升级。

预计2025年建成的两大

中心将成为大零号湾科技创新

策源功能区智能的优质科创载

体。国际智能医疗创新中心将

建设5大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打造创新诊断、智能医疗、干细

胞再生医学、医疗机器人等四

大产业集群及以生物医药、人

工智能、智能医疗为主导的三

大类重点战略新兴产业；科创

成果转化中心聚焦发展人工智

能、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等技

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推广应用，

将建立高端人才、市场信息、技

术转让、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保

护等专业化平台服务。

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校区、园区、城

区”三区正持续联动发展。作

为这片热土的创业核心区，零

号湾全球创新创业聚集区入驻

项目已超过870个，入驻企业

超过760家，其中有高新技术

企业78家、专精特新企业9家；

入驻企业累计获得知识产权超

2000个，其中专利超800个，获

得市区两级各类创业奖项超50项，获得融资企业50余

家，整体孵化项目融资总额超过22亿元人民币。2015

年起入驻的上海易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朗合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上海天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星猿哲

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近年陆续从零号湾“毕业”后，又

有新团队来到这里孵化生长。

大零号湾区域已有18个科创载体投入使用，总建

筑面积达74万平方米，基本形成了从科技企业孵化器

到加速器，再到大学科技园、中试基地、成果转化基地、

科创综合体融合发展的态势。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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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0到1 零号湾的神奇加速度

技术与市场“牵手”

“把技术和商业结合，是卡住科技成

果顺利转化最大的问题。”张志刚认为，

即使匹配上下游效果也是有限的，因为

多数初创团队除了技术优势，对商业一

窍不通，而初创企业“小而微”几乎吸引

不到专业成熟人才。

对此，零号湾做了一项尝试——上

海启明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促进中心、

上海零号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交

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三方联合发起

“科技企业联合创始计划—首期实战训

练营”，为零号湾科技创业企业和安泰学

员及校友搭建共同成长的平台。这场训

练营吸引了210位交大安泰EMBA或

MBA学员及校友报名，不乏上市公司、五

百强公司高管或垂直领域资深人才，最

终20位与8家创业团队双向选择成功，

以合伙人身份深度参与企业运营。四个

月里，“合伙人”们每周至少一起工作10

小时，一同为企业设计3—5年市场和产

品路线、组织架构演进、资源协同和规

划。从激烈的对立到火爆的碰撞，再到

目标一致的协同，初创企业和商业人才

打破了各自的舒适区获得成长。

念通智能即将迎来可见的新阶段

——待获批持证，产品要惠及更多脑卒

中患者，就必须打通制造、销售等环节。

幸运的是，他们在训练营找到了经验丰

富的医疗市场合伙人，直接在战略规划、

销售人才储备等环节获得很大的帮助。

作为零号湾“新生”，去年年中才成

立的希卡立科技拥有在全球领先的毫米

波雷达技术，可应用于心跳、呼吸等生理

特征监测、睡眠监测等，在养老、康复领

域都有应用前景。公司刚成立还没正式

招兵买马，就在训练营找到医药公司研

发总监、资深供应链管理者等伙伴，快速

完成市场调研、产品定义、战略规划，甚

至直接建立起供应链体系，很快在医疗

健康监测领域进行临床验证。

高校的潜力也被加速激活。今年零

号湾策划的“午餐风暴”针对高校成果转

化有兴趣的教师开展产学研沙龙。原本

预估接待几人，没想到上海交大化学与化

工学院的17个老师组团交流。无论是创

始人例会、训练营还是午餐会，都是零号

湾构建创新创业良性生态的努力。

如今这片区域加速发展升级，大零

号湾将承载更多科技团队鲲鹏展翅的希

望。张志刚说，除了创业团队，期待吸引

企业研发中心等加入落户，形成科技创

新策源功能区。 本报记者 易蓉

“我命由我不由天”，工整的字迹跃

然纸上，竟来自一位17岁的脑梗偏瘫患

者小张之手。

让原本完全失去功能的右手可以举

勺吃饭、提笔写字，背后的脑卒中康复

“神器”出自希望将“脑科学技术创新赋

能美好生活”的创业团队——上海念通

智能。

这是一家孵化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初

创公司，是零号湾众多科技创业团队中

的一员。三位联合创始人盛鑫军、束小

康和刘朝旭是上海交大的教授和学生。

盛鑫军是生机电一体化技术专家，曾获

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他的团队参与

国家973计划，是国内最早一批开展脑机

接口研究的团队。

脑科学大热，甚至被赋予科幻色彩，

科研团队则希望能将技术应用到实际。

机缘巧合的实验室开放活动中，一家企

业看中技术，伸出转化的橄榄枝。得益

于上海交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盛鑫军

教授与学校签订成果转化协议，将自有

知识产权转出。而在实验室和医院康复

科度过整个博士生涯的束小康，承担起

这一科技成果转化的任务，决定和导师

一起创业，将技术研发成产品，应用于康

复治疗。

经过6年多的发展，念通智能斩获全

球医疗机器人大赛最佳设计奖，成为社

会资本青睐的高新技术企业，积累核心

技术申请发明专利17项、实用新型专利

5项，入选国家级“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创

新任务”揭榜单位。研发的脑控外骨骼

康复系统完成注册检验，在国内率先启

动正式临床试验。这款脑机接口康复产

品包括一顶能准确、稳定地获取大脑信

号的脑电帽及一只轻巧的外骨骼手，将

大脑的运动意识转换为瘫痪肢体的移动

控制指令，瞄准具有潜力的脑卒中康复

市场，为患者提供更加有效、实惠的主动

康复治疗模式。

从创始至今，念通智能成长、搬家，

却始终与母校比邻而居，成为零号湾众

多前沿科技创新企业中的一员，目前入

住上海交大医疗机器人产业园。束小康

和刘朝旭毕业即创业，不断探索将脑机接

口技术真正做到实用化。公司许多员工

来自上海交大，为企业带来活力和冲劲。

“第8天”碰撞火花每周四晚聚在一起开例会，是零号

湾前沿科技创始人坚持了近两年的习

惯。前沿科技创始人例会群群主是零号

湾创业团队的“一号服务员”、上海交大

副教授、零号湾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张

志刚，深度参与成员有二十来家势头强

劲的科技初创企业。这场例会也被称为

创业者的“第8天”，是一周7个工作日埋

首各家企业运营之外的特别时光。

在零号湾，像念通智能这样的科技

初创公司不在少数。它们中，有不少来

自上海交大或其他高校，也有受这片环

大学创业热土氛围吸引而落户的海归技

术大牛。尽管技术不同，面向的产业不

同，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但这些团队具有

相似的创业精神，也有相似的困境和需

求。因此，“第8天”的例会成为分享经

验、讨论瓶颈、碰撞合作火花，甚至是抱

团互相支持的所在。

“创业者忙于起航，对初创企业会遇

到的‘常见问题’、行业发展新趋势、新运

营思路等没有精力关注。”例会的作用就

是建立一个机制，帮助他们获得多元支

撑。除互相分享外，张志刚还常邀请外

部专家、专业人士为初创团队答疑解惑。

张志刚认为，零号湾缔造长期可持

续发展生态，需要构建大量创业者持续

不断传承和成长的网络。“织网”需要大

家协力。在这张网络上，成熟创业者对

后辈的支持、企业间的合作、各种平台载

体的支撑等，都会形成强协同效应。

商业应用提前介入

七八年前的剑川路还是一片清冷之地，而如今，随着
“大零号湾”的建设，剑川路两侧地块逐步升级腾挪，越来越
多科创载体建成，越来越多科创团队在此落户、生长，朝九
晚六车水马龙。
创新创业生态逐步形成、扩散，零号湾成为申城南部

创新创业湾区，激活高校科研团队转化意愿，力助科技初
创企业“破壳”而出，茁壮成长。是什么激活了高校科研
团队的转化意愿？是什么让初创企业“破壳”生长？是
什么令这片土地吸引创新创业者集聚、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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