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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上半年，成都市专利授权24977件，
其中发明专利授权（4976件）占19.9%，较
上年同期提高 5.4 个百分点，同比增长
21.7%，增速高出全国9.1个百分点；拥有
有效发明专利39489件，同比增长19.6%，
每万人拥有有效发明专利24.2件，较上年
同期增加3.4件；有效发明专利五年以上
维持率64.8%，较上年同期提升4.2个百分
点，在副省级城市中与排名首位深圳的差
距缩小4.9个百分点。

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的背后，是成都
市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人才是第一资
源。上半年，成都市新引进外国人才1023
名，同比增长15.6%，中国成都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成都人才园）荣获2019亚太人
力资源开发与服务博览会最佳展示奖。
同时，成都市积极组织开展“创业天府·菁
蓉汇”系列活动，通过统筹资源，重点策
划、共享品牌，发动区（市）县、部门及孵化
载体等主体力量。上半年，举办菁蓉汇重
点活动、创享会、训练营等系列活动近60
场，带动社会开展创新创业活动近400
场，超过8万人次参与，帮助300余家创新
企业与近50家金融机构实现融资需求精

准对接。
从金融破题，构建科技金融体系，赋

能创新创业。成都市组建天使投资基金
13支，基金总规模14.06亿元，新增投资项
目15个、投资金额1.11亿元；联合20家银
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运用3.23亿元的财政
资金撬动组建规模50亿元的科技企业债
权融资风险资金池，上半年，为399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发放“科创贷”7.93亿元，累计
为2091家企业提供“科创贷”贷款45.18
亿元。

此外，成都市还出台系列政策，推动
企业创新。成都市专项出台企业研发投
入补贴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
进型服务企业和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加
大研发，给予最高100万元补助；针对各
类创新主体在研发活动中资金需求给予
支持，支持各类创新主体开展关键核心技
术、共性技术等研发以及新技术新产品应
用示范，重点研发项目最高资助可达“千万
级”；针对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市级产学研
联合实验室、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市级
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四类科技创新平
台，最高一次性给予300万元配套资助。

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3107家
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营收4755.48亿元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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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伴随开市锣声响起，首批25只科创板
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科创板正式开市。
面对资本市场这一重大机遇，成都科技企业也将把握
机会，冲刺科创板上市。目前，苑东生物和秦川物联两
家成都企业的科创板上市申请已获受理。

成都企业冲刺科创板上市只是成都市加快建设全
国重要的科技中心的一个缩影。8月19日，记者从成
都市科技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成都市入库国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3107家，较去年同期增加726家；拥有有效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113家，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53
家；新增颐泰智能、倍施特两家新三板挂牌企业，苑东
生物、秦川物联2家公司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受理。

成都市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科技中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金祝罗田怡

成都科普项目
入选中国“十佳
科普研学品牌”

近日，在第二届中国
科普研学论坛上，由成都
市科普教育基地联合会推
荐的“航天科创科普研学
线路”和上海自然博物馆
申报的“上海自然博物馆
科普研学基地”“上海市科
普研学精品线路”等十个
研学项目入选中国“十佳
科普研学品牌”。

据悉，航天科创科普
研学线路主要是通过让孩
子们亲临国家三大卫星发
射中心，观礼火箭发射+航
天科普课程交互模式，亲
手制作最高科技产品模
型，以孩子们跟科技老师
的互动为核心内容，全方
位探索航天的奥秘，帮助
孩子们认识祖国航天科技
的成果。

此外，由成都市科普
教育基地联合会推荐的浩
海立方海洋科普研学课程
项目和航空军工研学活动
项目入选全国24个优秀
科普研学品牌项目。

记者了解到，为推动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打造一批
示范性研学旅行精品线
路，形成布局合理、互联
互通的研学旅行网络，中
国科普研学联盟于今年
向社会公开征集一批科
普研学项目申报品牌，最
终38个项目进入专家评
审环节。

2019年暑期档，一部被称为“国漫之
光”的《哪吒之魔童降世》横空出世，这部

“成都造”动画电影，创国产动画电影最高
票房新纪录。《哪吒之魔童降世》的主创团
队，正是曾经创业寂寂无名，而今一映爆
红的前身为“饺克力动画工作室”的成都
可可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在成都数字
新媒体创新孵化基地，“饺克力动画工作
室”成长为具备创作“电影级”动画的大型
动画企业。

据成都市科技局统计，今年上半年，
全市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3107家，
较去年同期增加726家；拥有有效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3113家，技术先进型服务企
业53家；新增颐泰智能、倍施特两家新三
板挂牌企业，苑东生物、秦川物联2家公司
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受理，创新主体梯度培
育扎实推进。

高新技术产业是衡量区域竞争力的
关键因素之一。今年上半年，成都市高新
技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4755.48亿元，同
比增长14.3%，较一季度提升1.1个百分
点；实现利税354.68亿元；增加值同比增
长10.8%，高出全市规模以上工业2.3个百
分点，高新技术产业稳中快进。

为推动科技企业发展，成都市建立了
根据行业特征、技术领域、企业规模等分类
建立动态调整、跟踪服务的重点科技型企
业培育库，整合特色优质服务资源对入库
企业实行精准、持续支持。同时，围绕企业
创新能力提升，成都市制定《成都市科技创
新券实施管理办法》，检验检测服务、发明
专利申报代理服务、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或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申报代理服务这
三类服务中，企业可按购买支出费用的最
高20%比例使用科技创新券进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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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业稳中快进
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3107家

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营收4755.4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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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37.6%
市域外转让技术加速在蓉落地转化

上半年，成都市技术合同成交额
453.60亿元，同比增长37.6%，技术市场发
展带动经济发展的效应明显。其中，输出
技术合同4244项，成交金额250.28亿元，
同比增长18.5%；吸纳技术合同3259项，
成交金额203.32亿元，同比增长71.4%，
技术吸收能力快速提升，技术应用支撑创
新驱动发展路径快步迈进。

企业作为技术成果的落地应用及产
业化推进者，其输出技术、吸纳技术成交
额分别占全市的95.7%和84.7%，既是成
都市技术交易市场的最大需求方、也是
最大供给方。此外，成都市上半年技术
转让类合同吸纳成交额是输出的 10.1

倍，表明一大批市域外的技术成果在成都
落地转化。

“成都高校和科研院所众多，如何让
技术成果在本地转化，让技术不再‘墙内
开花墙外香’。”成都市科技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成都今年还探索启动“菁蓉汇·
校企双进”行动，让企业、产业功能区和
高校院所精准对接。上半年，成都市共
组织开展“校企双进”系列活动56场，879
家成都企业与高校科研团队现场对接，
展出高校院所科技成果614项，促进高校
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160项，协议金额
1.45亿元，创新资源加快向产业功能区优
化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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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速高出全国9.1个百分点

399家企业获7.93亿元“科创贷”扶助

四川省人工
智能研究院

落户成都高新区
7月30日，2019中国

四川成都全球人工智能峰
会上，四川省人工智能研
究院正式揭牌成立并落户
成都高新区。

据悉，四川省人工智
能研究院将探索“政、产、
学、研”结合与科技成果
转化的模式，汇聚人工智
能领域人才及创新创业
团队，建成机制体制灵
活、高国际影响力、高经
济产出、全链条的人工智
能中心，培育具有全球化
视野和竞争力的顶尖学
术生态圈，打造高端人工
智能企业。

峰会主办方表示，作
为省、市、区、校、企共建
的人工智能研究院，该院
依托四川省科技厅、电子
科技大学、四川大学人才
资源、省市区的政策资源
和成都高新区区位优势，
实践科研与产业紧密互
动的治理模式，有助于推
动形成数据驱动、人机协
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
的智能经济形态，助力人
工智能科技成果转化，推
动人工智能产业有力支
撑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全
省经济提升发展质量和
效益。

记者了解到，四川省
人工智能研究院将围绕四
川省人工智能发展和成都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新
型研发机构、体制机制探
索为目标，示范带动全省
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
展。到2020年初步建成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研机
构；到2025年，孵化一批
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建成
国际先进、全球协同的关
键共性技术智能平台，抢
占人工智能学术领域的全
球战略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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