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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分院与长春客车厂对接王利祥

“院地合作”一直是中科院布局七个分院
的命脉所在。

这一点，长春分院一直走在前列。
“以主题为抓手，以平台为载体。”王利祥

这样总结了他所理解的“院地合作”工作的精
髓。多年来，长春分院依托所属的“三所一站”、
充分调动全院资源，在服务吉林省乃至东北三
省的地方需求方面作出了不少成绩。

所谓“主题抓手”，就是要以需求为牵引，
以项目体现合作。在王利祥看来，院地合作的
本质是建立研究所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建立研
究所和企业的有效对接。

“分院要结合地方的实际需求、企业的具体
情况，有针对性地当‘红娘’。”王利祥说，“当然，
对分院而言，当‘红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不仅要分析当地的宏观需求，更重要的是
找到企业感兴趣、研究所及科研人员能够对接的
主题。”

而“平台载体”则体现了分院的优势。王利
祥认为，分院根植于中科院，了解全院研究所
的基本情况，同时也了解当地企业的需求，这

就给平台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客观地说，中科院可供转移转化的科技

成果并不是所有都能够在吉林落地的，这就需
要分院提前对吉林乃至东北三省的企业进行
全面的筛选，摸清他们的家底和实力，看看中
科院有哪些项目可以和当地的企业对接。”王
利祥说。

他们把能够落地东北的项目分为三类：第
一类是起点高、要求高的大型龙头企业，比如
一汽集团、大成集团等，它们既是吉林当地的
支柱企业，又在行业中有很高的地位，是最难
打通沟通环节的一类；第二类是上市公司、规
模以上民营性质的企业，这类企业体制灵活，
这方面以单个项目的推动为主；第三类是小型
企业，这类企业对技术成果有着很强的渴望，
很多刚刚走出实验室的成果都可以在这类企
业中得到转化。

“应该说，相较单个的研究所，分院在院地合
作中的优势很明显。”王利祥指出，研究所往往只
能完成某一个环节的工作，而企业的需求往往是
全产业链的，往往需要四五家研究所合作才能完

成。这就需要分院出面，带动全院各个优势研究
所，协调一致来共同完成大型企业的需求。

比如，在汽车电子方面，长春分院发起了
汽车电子产业联盟，在联盟中双方对接需求与
技术，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一些研究所的技
术已经在一汽的部分产品中得到应用。

再如，在固体润滑领域，中科院兰州化物
所突破了具有工程应用价值的超低摩擦固
体润滑技术，发展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
低摩擦碳基固体润滑薄膜及成套设备。目
前，超低摩擦类金刚石薄膜已经在汽车发动
机关键部件如柱塞、控制活塞等上面得到应
用。对比现有水平，整机和整车能产生 2%的
综合节能。

在和全国玉米深加工龙头企业———大成
集团的合作之中，长春分院也以玉米深加工、
高端化利用为主题，集合了多家研究所的力量
与企业对接，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应该说，我们做的所有工作，都是致力于
把技术由院所或发达地区向东北地区转移的
过程，难度很大，但是很有意义。”王利祥说。

给企业做“红娘”

“院内集成、院外联盟、聚焦主题、重心下移。”
这是王利祥对多年来院地合作工作的深刻实践总
结，也是长春分院进一步拓展院地合作深度的工
作思路。

所谓“院内集成”，就是把院内的科研成果集
成在重点企业或者平台上。分院要做的就是挖掘、
筛选、组织、谋划。而“院外联盟”，则主要是跟当地
的开发区或者具体的载体联系起来，以分院为主
导，体现政府、企业、合作方三个层面的需求。

“最近，我们倡导的生物质资源的产业联盟，

引起了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和中科院科发局的重
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王利祥说。

“有的时候，我们用半年的时间进行调研，搞
对接工作，但有可能企业的需求我们满足不了，我
们的技术企业不需要，最后就很难做下去。”对于
院地合作中遇到的重重阻力，王利祥也直言不讳。
对此，他们也作好了心理与行动上的准备———“下
一步，我们将着重贯彻中科院面向国民经济主战
场的办院方针，围绕地方经济的需求，提前展开布
局和谋划，创造院地合作 2.0 的新突破。”

“内、外、聚、移”的思路

中国政经版图上，也许从未有一块土地像
东北这般寄托着国人沉重的家国情怀。

2015 年全国两会后，李克强首次离京，奔
赴东北。

占我国土面积七分之一，人口一亿多的东
北，被赋予了“共和国长子”“新中国工业的摇篮”

“共和国的装备部”这些专属称号。不仅如此，在
新一轮改革浪潮中，李克强对东北的定位是“中
国未来发展的最大回旋余地和潜力之一”。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棋局里，东北和
东北“再振兴”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再来看看东北的现状———尽管“振兴东
北”的号角早已吹响多年，但由于其面临重重
困难与障碍，至今仍鲜见成效。

2013 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特别是 2014 年，辽、吉、黑三省 GDP 增速
回落明显以至于成了新华社专门发文和讨论

的“新东北现象”。
用李克强总理的话来说，当前，全国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但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东北由于能
源原材料和重化工业比重大，受国内外市场变
化影响更为明显，加上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和一
些内在因素，经济下行压力更大。

压力有多大？“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破解发
展难题”。

在中科院长春分院院长王利祥看来，长春
分院作为中科院的派出机构，应当以院地合作
为抓手，在“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战略中，在
东北二次振兴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提前汇集归纳地方需求，引导研究所面向
国民经济主战场，发挥分院在推动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的重大作用，是未来分院工作中的重要
内容。”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时，王利
祥这样表示。

对东北大多数地区而言，企业的创新能力
相对较弱，民营企业不活跃是当地经济发展的
短板，政府希望培育产业，形成更多中小型的科
技企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科研机构与政
府的联系，成立技术转移中心、加强与地方高新
技术开发区的合作、为企业提供孵化器成为了

推动院地合作的有效途径。
王利祥与他所在的长春分院便及时扮演了

“敲门砖”的角色。
“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为何容易成

功？科研成果为何在这些地区能够快速转化？
关键是当地有用户，也有资金。但这些因素，吉

林没有、黑龙江也没有。”在王利祥看来，与南
方发达地区不同，黑龙江的企业需要成熟的技
术，需要能够直接转化成产品创造效益的技术，
这就需要分院的科技人员多辛苦一些，多深入
了解当地企业，准确摸清他们的需求，这样才能
做好院地工作。

甘做政府“敲门砖”

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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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脱离旧团队单飞也是创业，是
豆芽顶开压在头上的石头。

生豆芽是个有趣的过程，不压石头，豆芽
就长得细长瘦弱，压一块重量合适的石头则
豆芽长得粗壮结实。

国内的青年学者都来自于一个已有的团
队，每个团队都有不同的风气，这很正常，但

团队的风气或者规则同时也是对个体发展的
束缚，因为没有完美的团队。当你过于适应这
个团队时，就意味着你安于现状而失去了创
业的激情；当你非常不适应这个团队时，就意
味着你被捆住了手脚，无法施展才华。当青年
学者发展到需要独自创业的时候，必须勇敢
地挣脱。

徐耀（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研究员）：

创业意味着思想的突破

只要在允许的条件下，重复和模仿做到
极致，也是很不错的。

如学习书法、绘画，会临摹。书法、绘画，需
要技艺，但要达到样板一样的水平，不是一天两
天的功夫，需要很多汗水和努力。工匠，也有不同
的级别，有专家级的工匠，也有“二把刀”的工匠。

做学术不同吗？不见得。我们重复、模仿，
都是以高手为样板的。谁都不会把低劣的做

样板。如果是这样，初入道的学者，如大学生、
研究生，为什么不可以重复、模仿呢？

允许重复和模仿，是有条件的，以高手为
样板，技艺练到最好，做出跟样板一样水准的
作品来。有些人，达到这种级别，就可以为社
会服务了。有些更聪慧的人，可能就会悟到一
些新的门路，产生新的火花，就会升华提高
了，这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了。

王德华（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

高标准的重复和模仿也应鼓励

本报讯 5 月 29 日，中国政府援建的
“中—非联合研究中心”项目基建奠基仪式
在肯尼亚乔莫·肯雅塔农业科技大学（JKU-
AT）举行，标志着该援建项目的基建工作进
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中国驻肯尼亚大使刘显法、经商处参赞
韩春霖和郭策，肯尼亚教育与科技部秘书长、
JKUAT 校长伊姆布加，上海建工集团总经理
郑磊以及中国科学院代表共同为“中—非联合
研究中心”奠基。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常驻
肯尼亚工作组、北京城市建设设计研究院设计

代表、施工监理单位代表、JKUAT 校方师生代
表等 100 余人参加了奠基仪式。

刘显法在讲话中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
视“中—非联合研究中心”的建设，该项目有
别于中国政府援建的其他项目，不仅是中国
政府对 JKUAT 基础设施的援建，还将为双
方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现代农业
示范等多项科技领域的合作提供交流平台，
有利于促进双方的科技合作，具有多个里程
碑式的意义。

他希望中科院的科学家在“中—非联合

研究中心”建成后与肯方开展深入的科研合
作。同时，希望肯尼亚高教与科技部和
JKUAT 对“中—非联合研究中心”的建设继
续提供大力支持。

伊姆布加对中国政府为肯尼亚人民提供
的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这是中肯政府间
的重要科技合作项目之一。肯尼亚高等教育与
科技部将大力支持并积极参与建设工作。

“中—非联合研究中心”是中国政府在
境外建设的首个综合性科研和教育机构，其
主体建筑和附属植物园由中方援助。项目建
成之后，该中心将成为中国与肯尼亚及东非
地区开展科教合作的重要平台。中科院将为
该中心配备实验设备和仪器，并与 JKUAT
等肯尼亚和东非地区科研机构共同利用这
一平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现代农业应用
与示范、荒漠化防治、生态环境等多方面开
展互惠合作，提升非洲的科研能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

自 2013 年启动建设以来，“中—非联合
研究中心”已招收 25 名非洲留学生来华留
学。同时，培训非洲专业技术人员 11 名，在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现代农业示范等领域启动合
作研究项目 31 项，在农作物高产示范、水环
境监测和植物多样性格局等方面取得了重要
进展，合作发表研究论文15 篇。 （丁佳）

中科院抢下先手棋

王利祥：东北振兴再出发
姻本报记者 彭科峰 见习记者 王超

“中—非联合研究中心”奠基

现场

在中国，无法想象一个诺奖得主每天挤
地铁，偶尔还要从一个城市自费坐公交去上
班的情景。即使他本人想这样，领导和群众也
不会容许。专车、助手、公费等等，一定都是必
不可少的，因为诺奖不仅是学术地位的象征，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一
定要显得与众不同才行。

所以像名古屋大学这样的在日本排名总
是落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名牌大学之后
的大学，这些年却不声不响地得了好几个诺
贝尔奖。名古屋大学算世界一流大学吗？清
华、北大算世界一流大学吗？

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者，内心一定要有强
大的力量，就像诺贝尔奖得主益川敏英一样。

邢志忠（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

从诺贝尔奖得主挤地铁说起

奠基仪式现场

国际合作局隗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曾组织长春
分院利用半年的时间调研了 30 家企业，也曾走遍
了国家“一五”期间在黑龙江建设的所有企业，只
为了更准确地接上“地气”。

以中科院哈尔滨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为
例，截至目前，围绕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电子信
息、生物技术和现代农业等领域，分院已推动 19
个院属研究所的产业化项目进驻哈尔滨育成中
心，孵化成立 23 家科技型企业，并建立了基础软
件中心、过程污染控制中心、激光加工技术中心、
先进材料检测中心等行业功能平台，并获批成为

“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同样获批成为“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的还

有中国科学院长春技术转移中心。围绕生物、材料、
电子三个核心方向，已经吸引了中科院电子所、兰化
所、沈阳计算所、理化所、南京中科仪、网络中心、软
件所、沈阳生态所、微电子所等非长春地区中科院研
究所进驻，并已经孵化了 14 家科技型企业。

此外，谈到与政府的合作，不得不提到长春中
俄科技园。中俄科技园区开创了由企业投资，俄方
科研机构投入技术成果，中方科研机构进行科技
成果的产业化研究，科技园组织协调培育技术的
创新模式。截至 2014 年底，长春中俄科技园已经
引进孵化近 55 家企业，园区总产值约 15 亿元。而
这，与王利祥和他所在的长春分院的努力是分不
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