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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三区

复旦产学研推进“大爆发”的背后

平凉红十字服务总站成立
■记者 叶佳琦

本报讯 2 月 10 日下午，平凉路
街道红十字服务总站揭牌成立。成
立服务总站旨在以浅显易懂的形式
让社区居民了解红十字运动基本原
则和“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站
点内设置应急救护体验操作区，居

民们既能学习红十字应急救护理论
知识和心肺复苏、止血包扎、骨折固
定、伤员搬运四大急救技能，又能掌
握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的使用，
以及火灾自救逃生方法等公共安全
常识。

据介绍，作为社区红十字工作
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新品牌、新

亮点，平凉路街道红十字服务总站
将面向社区居民展示红十字文化、
传播红十字精神，将遗体捐献登
记、现场救护、人道救助、造血干细
胞捐献登记等各项工作在社区有
效展开，使红十字服务总站成为群
众身边、可发展的、人人受益的红
十字会。

同济师生为社区贡献创意
本报讯 抽象的彩绘图案在社区

陈旧的墙面绽放，升级后的社区楼
道内不仅有书报漂流墙，还可以种
个小菜、打上一圈太极……近日，由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和杨浦区四
平路街道联合开展的社区微更新项
目——“四平空间创生行动”第二季
正在火热进行。该项目是一个关注
设计如何作用于都市社区的研究实
践项目，旨在探讨城市公共属性与
艺术、设计、创意的结合，也着眼于
社区创新能级的提升。

据介绍，活动第一季于2016年3
月结束。第一季围绕社区场所创意
营造呈现了72个空间创变，包括一系
列公共空间升级改造和公共文化活
动，为本地社区更新带来提升的同
时，也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

第二季始于 2016 年 10 月，预计
2017 年 3 月结束。第二季由三个板
块构成，分别为街景创生、邻里再造
和空间升级。

街景创生板块邀请了 Objected
Oriented Programming（OOP）街 头
文化创意单位在鞍山支路菜市场和
轨交四平路站2号口进行墙绘涂鸦，
给社区带来新鲜的感官刺激。

邻里再造板块，结合四平路街
道“美丽楼道”年度自治项目，由设

计创意学院本科二年级环境设计方
向的学子和居民一起打造了八个新
楼道——楼道不仅有楼层导视、照
明灯带、休憩座椅、书报漂流墙，还
可以种小菜、练上两笔书法、甚至打
上一圈太极。为期近两个月的设计
和施工营造了楼道新体验，不仅将
创意融入楼道，更看到社会关系的
融合和转变，同时也是同济设计创
意学院专业教学和社会公共服务结
合的一次创新尝试。

空间升级板块中，除了物理空
间的更新，社区创生更亟待能级提
升。在第一季曾作为社区展览馆的
铁岭路四平空间将联合上海玻璃博
物馆和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首饰
实验室，成立同济大学首饰与玻璃
创新实验室，成为一个以首饰和玻
璃为载体的创作平台、社群互动聚
合体和以共享体验为主旨的新理念
文化能量体；位于阜新路的社区废
品回收站将升级成为上海第一个生
活实验室（Living lab），聚集全球知识
创新资源，在真实的社区情境中展
开社会创新探索和实践。

通过艺术、设计、创意的主动介
入，将创新、创意、创业元素引入社
区，四平路社区的新街景和新格局
正在酝酿…… ■童吉

今天，全市中小学开学。2 月 15 日是返校日，学校师生们都在抓紧时间作开学前的最后准备。发新书、大扫
除……一片繁忙景象。图为水丰路小学内，老师正在给学生发放新书。 ■记者 张维维 摄

“四平社区空间创生行动”第二季火热进行

城市创新，从来离不开高校智力
之源，而大学产学研“最后一公里”，
多年来打通不易。在这一大背景下，
复旦大学的一组“爆炸性”数字令人
惊讶：2015 年专利转让合同金额为
1166.94 万元，2016 年则达到 5.23 亿
元。44.8倍增长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
秘密？

基础研究并非全都与转
化无缘

长期以来，高校科研领域似乎默
认产学研是应用型研究的事。在技
术研究领域、特别是前沿领域，许多
探索还停留在理论和猜想阶段，成果
转化前景未卜，它们与产学研无关。

事实果真如此吗？有一种观点
认为，越是基于基础科学前沿的原生
性成果，越可能引发颠覆性技术的诞
生。而这一概念的初创者，美国哈佛
大学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
认为，颠覆性技术能够打破现状，改
变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重新配置
价值体系，并引领全新的产品和服
务，甚至进而造成利润空间转移和产
业结构调整，导致传统企业被新兴企
业取代。

在以基础研究见长的复旦大学，
实验室中积累了大量基础研究成果，
如何实现基础研究科技成果的产业
转化？该校科技处处长殷南根认为，
将产学研合作的视野进一步扩展，从
国内到国际，在保护中国技术利益的
前提下，吸引更多国内外企业合作，
不仅有利于单项成果的转化推进，更
可营造良好环境，并持续发展。

以复旦大学杨青教授课题组的

科研成果“IDO抑制剂”为例，成果经
十余年的潜心研究，目前处于临床前
阶段，实验室做出了很好的研究结
果，具备较好的成药潜能，但一直“养
在深闺”。与多家国内企业洽谈时，
由于还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在成药
过程中存在较大风险，始终没有人肯
接手。美国沪亚生物国际公司凭借
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及其对国际创新
药物的跟踪研究，认为复旦大学IDO
抑制剂研究成果具备很好的市场前
景，有实现产业化的可能。最终，经
过多轮洽谈，沪亚公司以 6500 万美
元，获得复旦大学IDO抑制剂研究成
果在除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外的
全球独家临床开发和市场销售权
利。值得高兴的是，目前国内还有多
家企业在与课题小组积极洽谈中。

复旦大学今年的专利合同转让
大爆发，来自基础研究领域的产学研
推进，所占份额不小。

“谁先出钱”有了解题路径
除了基础研究前沿领域，应用型

研究的成果转化，面临着另一个长期
“僵局”——谁先出钱？

有位行业投资者坦言：“厂里本
来资金就紧，高校专家解决技术难
题，一次试制成本100多万元，万一失
败了，实在承受不起。校方如果能先
做一个出来，并且效果好，我立马签
合同付钱。”有些科研机构和专家也
想不通：“我提供技术服务，难道还要
我垫钱？”“谁先出钱”——这四个字
的僵持，令相当一部分起初彼此有意
的高校专家与企业，遭遇“还没开始
就结束”的遗憾。

一种全新合作模式正在复旦大
学悄悄萌芽——大学、地方政府、企
业共建工程化平台，以合作促互信。
不久前，复旦大学与虹口区共同推进
上海工业菌株工程研究中心入驻“大
柏树科创中心”，采用地方政府提供
物业载体补贴、学校提供技术成果、
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工程化平台的产
学研合作新模式。虹口区政府提供
了3000平方米物业载体，社会资本投
入3000万元建设工程化平台，复旦大
学拿出技术成果，由企业主导完成产
品开发。各方希望通过努力，将其打
造为国家级工程中心。

这几天，课题组负责老师吕红忙
得不亦乐乎，研究中心的“家什”设备
基本到位，研究方、企业方即将入驻。

3 个月前，在上海临港经济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宝山区科委、宝山区
高境镇政府的共同支持和推动下，复
旦可穿戴能源材料中试项目顺利落
户宝山高境镇，这是政府、学校、企业
为一体的政校企合作模式的新实
践。可穿戴材料，指的是以取向碳纳
米管纤维制造出比头发丝还细的纤
维状太阳能电池、锂离子电池和超级
电容器，这种新材料可用来编织能自
行发电和储存电能的衣物。对于此
次与企业合作，项目负责人、复旦大
学先进材料实验室彭慧胜教授特别
高兴。因为这个项目中试空间 1500
平方米，选址在临港集团、宝山区

“区区合作”的高境镇，车程距复旦
大学才 15 分钟……对研究来说，可
谓天时、地利、人和。未来，航空航
天、医疗器械、生物医药、衣服可变色
等多方面，他的科研成果都将获得

新的延展。统计显示，复旦大学研
究团队积极与上海市企事业单位进
行科研合作，2016 年与上海企事业
单位技术交易合同 247 个，合同金额
5447 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一系列产业前瞻
性的“大动作”也在进行中。与浦东
张江共建复旦大学张江研究院，同时
成立复旦产业投资基金，重点关注科
学前沿、产业前端和产业整合，以资
本和技术为抓手整合相关产业；与杨
浦区共建上海类脑智能产业创新研
究院，共同设立产业引导基金，着力
打造世界级类脑人工智能研发和产
业孵化平台，吸引相关领域研究机
构、企业等集聚发展，为区域经济发
展提供共性技术支撑；与嘉定区合
作 建 立 了“ 上 海 精 准 医 学 产 业 园
区”，第一期建设 40 亩，9 月底已完
成签约……

制度设计解后顾之忧
复旦大学有位教授说，仔细研读

之前新发布的《复旦大学科技成果转
化管理办法》，感觉豁然开朗。其中
明确：当成果完成人与成果需求方有
利益关联时，科技成果需在国有资产
交易平台挂牌交易，体现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避免了研究团队创办公
司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可能存在的利
益输送问题。

寥寥几行字，解决了困扰已久的
“灰色门槛”。此前高分子系的唐萍
教授，研发的降糖药市场看好。然
而，对于投资企业时利益关联方，学
校管理上并无明确界定，为防止国有
资产流失，只能一刀切说“不”，项目

转化无限期搁置。“现在他们的推进，
已经进入技术转让拍卖阶段，让市场
来估价，国家不受损，研究者有奔
头，”在殷南根看来，原本看似最难以
厘清的问题，突破了窠臼。2016年下
半年，光纤研究中心的贾波教授，其
研发成果第三方评估价格 500 万元，
挂牌技术交易所。结果 20 天按规公
示，880万元卖出，皆大欢喜。

欲善其事，先正其名。一系列在
国家、地方大政策框架下的校内科技
新政出台，人、财、物三方理顺。《复旦
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明确了
学校各单位职责，界定了科技成果的
转化方式、转化类型，明确了科技成
果许可、有（无）利益关联转化、作价
入股等管理流程，以及科技成果转化
收益分配比例等。通过制度建设建
立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激发科技人员
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复旦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净收益
管理规定》写明了科技成果转化净收
益按成果完成人 70%（50%用于对成
果完成人的奖励、20%用于支持成果
完成人的科研活动）、所在院系15%、
学校15%的比例具体执行办法，并规
定分配给学校和院系的收继续用于
科学技术研发与成果转移转化等相
关工作，使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有
章可循。

值得一提的是，《复旦大学关于
教职工校外兼职的规定》，明确办理
备案或审批的工作流程。为促进技
术成果转化，规定受聘在教学科研、
工程技术等专业技术岗位上的教师
可申请“在职离岗”创业，并规定了具
体操作流程。 ■宗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