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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院士论坛上———

两院士为经济结构转型支招
本报济宁6月27日讯(记者

马辉) 27日下午，院士论坛暨中
共济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
报告会在济宁举行。围绕经济结
构转型的话题，中国科学院院士
徐冠华、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
分别就“创新软实力”及“战略新
兴产业与两化融合”为题目作了
精彩的报告。

徐冠华在报告中讲到，中国
经济转型面临三大问题，即传统
产业步履维艰、高技术与新兴产
业无序发展并陷入“低附加值陷
阱”、中小企业存活率低且难以做
大做强。要想实现中国经济转型，
政府要转变职能，充分利用市场
机制，加快科技和经济结合的步
伐，推动产业自主创新，并要大力
发展创新服务业。

徐冠华指出，当前政府主导
实施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工程、
产学研结合等等都是必要的，
但政府需要更多关注社会化市
场化的创新环境建设。因为政
府主导的项目只能够涉及少数
企业、少数研发人员，也只能在
一个时期内起作用。而社会化
市场化的创新环境将惠及全社
会，从而调动企业、科研院所、
高校众多人员的积极性，依靠
市场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

创新大军，形成中国自主创新
蓬勃发展的局面。

李国杰则在报告中讲到，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确定，不仅仅要
考虑技术因素，更要有全球视野
和长远考虑的战略谋划。不同于
一般的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一般是针对一个国家而
言的重大决策，一个省、一个地

区可以因地制宜确定发展产业
的重点领域，但不宜另设当地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国各地也
没有必要都将中央选定的七大
产业作为当地的重点产业。政府
只能规划宏观的大方向，究竟什
么产品什么技术会成为新兴产
业的主流，要靠通过市场竞争选
择。

李国杰认为，包括信息基础
设施、信息服务业、传感网、物联
网等在内的信息网络产业，是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近几
年一直徘徊在40%左右，在这种背
景下，大力发展信息服务业，促进
工业化、信息化融合，无疑是调整
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

本报济宁6月27日讯(记者 晋
森) 27日上午，参加第十一届专
博会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范云六，专
程来到了邹城市圣齐生物工程公
司。双方就酵母等微生物领域的产
学研项目进行了交流，并针对甘薯
中的纤维酶合作达成了初步合作
意向，面对企业对高新技术的渴
求，范云六院士表示将在技术方面
进行大力支持。

作为中国植物基因工程开
创 者 和 分 子 生 物 学 专 家 ，8 2 岁
的范云六院士专门抽出一上午
的 时 间 ，来 到 了 邹 城 工 业 园 区
圣齐生物公司。在工业园区内，
占地218亩的甘薯渣资源综合利

用 项 目 正 在 建 设 。圣 齐 生 物 工
程 公 司 总 经 理 易 勇 介 绍 ，该 项
目主要是利用甘薯渣进行深加
工，从而生产出包括活性酵母、
酵母提取物和酵母免疫多糖等
产品，将甘薯渣废料变废为宝。

“把甘薯渣进行再利用，控制了
污染的源头，这种做法很好。”
该公司的做法得到了范云六院
士的赞赏。

参观完甘薯渣综合利用项
目后，该项目的总工程师吴允山
表达了对于技术的渴求，提出希
望范云六院士的团队能够进行
技术支持，让企业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专利技术。“这是我第二

次来圣齐公司，对这家企业印象
深刻，我们团队将在技术方面进
行大力支持，这个你们放心。”
范云六院士当场表态，并在座谈
会上针对甘薯的纤维酶进行了
讲 解 ，并 制 定 了 研 发 的 初 步 方
案，范云六院士团队和圣齐生物
公司双方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
向。

参加座谈的邹城市副市长
康建国表示，当地政府将进行全
力支持，也热情邀请范云六院士
能够在邹城设立院士站和实验
室，政府将免费提供办公楼，并
将拨出专门的科研经费用于研
发。

名词解释：食品酵母

美国、日本及欧洲一些国家，在
普通的粮食制品如面包、蛋糕、饼干
和烤饼中掺入5%左右的食用酵母粉，
以提高食品的营养价值。酵母自溶物
可作为肉类、果酱、汤类、乳酪、面包
类食品、蔬菜及调味料的添加剂。在
婴儿食品、健康食品中可作为食品营
养强化剂。由酵母自溶浸出物与味精
配合还可作为强化食品风味的添加
剂。从以乳清为原料生产的酵母中提
取的乳糖酶，可用于牛奶加工以增加
甜度，防止乳清浓缩液中乳糖的结晶，
适应不耐乳糖症的消费者的需要。

徐冠华，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
员，遥感应用科学专家，中国科学院
院士。1963年毕业进入中国林业科学
院工作，任研究实习员、教师、助理研
究员、研究员。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大学从事遥感数字图像处理研究。历
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所
所长，中科院副院长，国家科学技术
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党组副书
记。1998年任科技部副部长、党组副
书记，2001年2月任科技部部长，现任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

李国杰，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
世界科学院院士。1995年始任曙光公
司董事长，2000年始任中国科学院计
算技术研究所所长。2003年兼任中国
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系主任。在并行处
理、计算机体系结构、有效搜索算法
等领域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发表了
100多篇论文。主持研制成功了曙光
一号多处理机，曙光1000大规模并行
机和曙光2000/3000超级服务器并实
现了产业化，创建了曙光公司，为发
展我国高性能计算机产业做出了突
出贡献。领导计算所研制成功龙芯1

号和龙芯2号CPU。

院士资料：

“技术方面，我们将全力支持”
院士范云六与邹城一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专利拍卖，加快科研成果转化
——— 专访中国技交所高级经理贾燕琛
本报记者 马辉

26日，来自中国技术交易
所的高级经理贾燕琛，在专博
会现场进行专利拍卖会的推
介。专利拍卖到底如何操作？
与实物商品拍卖又有何不同？
本报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记者：专利拍卖，对于国民来
说非常陌生，目前在我国发展得
怎么样？

贾燕琛：据我所知，全国只
有一些服务机构零星地进行过
尝试，像 2 0 0 4年上海知识产权
服务中心举办的专利拍卖、沈
阳举行的专利拍卖等。而中国

技术交易所，自 2 0 1 0年也仅仅
是举行过两届。由于是刚刚起
步，这种专利拍卖方式，全国尚
未建立起标准化的拍卖工作机
制，并未成为专利流转的一个
常规渠道。还有不少国内拍卖
机构曾尝试过专利拍卖，但未
获得成功。

记者：专利拍卖效果怎么样？
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贾燕琛：2010年我们首次举行专
利拍卖，批量转让高质量发明专利，
首次尝试市场化竞价交易。当时参与
竞拍企业近20家，成交28项，成交率
41%，成交额250余万元。而第二届的
专利拍卖会上，成交率也达到了15%。

相比于成交率为11%的国际平均水
平，相对来说还可以。一般的科研院
所，一年的科研成果也不过10来个。

但是，专利拍卖也是拍卖，必
须要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必须要
由具备相关执业证书的拍卖师主
持拍卖会，并按照相关流程对专利
进行公告、备案、预展及拍卖。

记者：从你们今年的拍卖会
上看，专利标的总共有200余件，
其中无底价的专利项目就有60多
个，这是什么原因？

贾燕琛：由于专利属于“无
形资产”，其定价标准与实物商
品有所区别。实物商品定价可以
采取成本法、市场法或收益法，

而专利却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
的商品，对于其未来所创造的价
值，也无法准确估算。在拍卖过
程中，之所以采取无底价的方
式，可以吸引更多的竞拍人投
标，加速专利的转让。但是这样
也有可能造成以极低的价格成
交的后果。

记者：传统的协议交易方式与
这种拍卖交易方式相比，各有哪些
利弊？

贾燕琛：协议交易，双方可以
充分共享信息，彼此更了解，而且
双方在谈判过程中更灵活，交易结
构也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但也有缺
点，例如时间及机会成本高，不易

产生竞价，成交价往往不能反映技
术的公平市场价格。

拍卖交易，信息披露的受众
广，能发现更多的潜在投资方，交
易过程更加规范、透明，交易速度
快，能有效降低买卖双方的交易成
本。但是，这样方式也存在信息共
享不足、缺乏灵活性等问题。

国内先例不多 尝试市场化竞价

不少专利“无底价” 比传统方式速度更快

贾燕琛近照。

范云六近照。

院士论
坛现场。
本报记者

张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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