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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远感科技有限公司近来业务繁忙，公司年销售
收入从2018年成立之初的200万元，到2022年的2000
多万元，保持每年50%以上的增长。这是一家从事饮用
水水质在线监测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30多项国家专
利。该公司有个特殊的标签——市科技研究院职务科技
成果赋权改革孵化的企业。

为解决公益类科研院所在编制有限、市场化不足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市科技研究院积极探索“研究中心+公
司”的运行模式，该公司就是这项改革探索的产物。公司
主创者是来自市科技研究院的信息与自动化技术研究中
心的研发团队，该院以三项科研成果经过第三方技术评
估作价30万元，研发团队出资70万元，共同注册成立重
庆远感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研究院又根
据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办法，把知识产权作价入股的50%
奖励给了团队，这样研发团队共持有公司85%的股权。
8名科研人员参与公司的初创，两名在编的科研骨干通
过离岗创业方式入主远感公司，保证了研发团队对远感
公司运营的决策权，避免了公司发展偏离方向。目前远
感公司已被评定为重庆市专精特新企业，团队荣获重庆
英才创新创业示范团队。

市科技研究院办公室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研究
中心+公司”运行模式运行以来，一是充分调动了科研
人员积极性。事业编制的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可享受同
等的职称评定、职级晋升和评优评奖机会；聘用制的员
工可以选择投资入股公司或者做普通职员；二是为科技
创新提供了新的创新模式。中心事业核心研发团队加
快了对技术和产品的研发速度；公司更加关注于成果转
化，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灵活性，形成竞争优势，通过市
场收入反哺中心研发。通过双向优势互补推动了科研
院所高质量发展。

重庆远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云建告诉记者，“作
为创新模式下第一批离岗创业的员工，我觉得这种机制
对员工的激励是很大的。现在我们既是研发者，又是直
接面向市场的投资者，能更敏锐地发掘产业和市场的技
术需求，对于科技成果的转化非常有意义。”

重庆市今年提出了要着力打造“33618”现代制造业
集群体系，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提出要
进一步创新科创平台运营体制机制，引育顶尖人才，加快
科技成果商业化产业化，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对此，市
科技研究院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推进深化改革。

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模式
“研究中心+公司”激活企业改革

两江新区杨柳路3号，重庆市科
学技术研究院就坐落在这里。杨柳
生处，生机蓬勃，恰如这一片科技园
区，充满活力。自今年四月份主题教

育活动开展以来，一种紧迫感、责任感鞭策着
这里的每一个人。7月10日，全市科技创新
和人才工作大会召开后，会议精神传来，大家
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积极助推全市科
企高企“双倍增”、迭代升级国家级孵化基地
孵化能力、帮助政府精准筛选识别培育对象、
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助力企业脱困成
长、加快培育科技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每一项任务都任重道远。

9月13日下午，市科技研究院召开主题
教育总结大会。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迫切
需要科技创新做好动力引擎、当好开路先锋，
院党委书记雷虹强调：“我们要以主题教育为
新的起点，持之以恒深学细悟、真信笃行，把
科技创新的使命职责扛在肩上，为现代化新
重庆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重庆市科技研究院：

以主题教育为新起点 助推科企高企双倍增

9月中旬，第21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在重庆举
办，位于重科智谷金星园区的维迈通（重庆）科技有限公
司热闹非凡，全国各地的众多摩友趁着参加摩博会之机，
到维迈通来打卡聚会，公司门前一百多平米的平台上，挤
满了前来交流和合影的摩友们。这个专注于摩托车通讯
设备的企业，在国内已经做到了同类市场第一。公司总
经理游敏杰告诉记者，公司主营业务是大数据业务，了解
到重科智谷的招商引资政策后，他们感觉金星园区的营
商环境和大数据、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方向与公司经营战
略很契合，所以决定入驻金星园区。

游敏杰透露，公司搬到金星园区后，办公面积扩大了三
倍，“虽然我们总部是在深圳，但研发中心、大数据云业务设
在重庆。现在这边有更好的政策和服务，有利于我们重点
发展大数据云这块业务。”游敏杰说，公司不仅拥有了更宽
敞的办公场地，还可以参加园区组织的大数据、互联网、税
收等各个方面培训，园区的工作人员也经常去他们那里“串
门”，提供“保姆式”孵化服务。游敏杰口中的“政策和服
务”，正是市科技研究院下属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基地——
重科智谷为入驻企业提供的全周期多层次孵化服务。

重科智谷负责人介绍说，重科智谷秉持“专业化、生

态化、国际化、智能化”理念，切实增强各园区主阵地功
能，为入驻企业提供全周期多层次的孵化服务，为科技型
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空间。目前，重科智
谷（一期）依托其科技成果转化专业服务能力，打造专业
化的孵化载体。累计孵化360余家优质科技型企业，入
驻企业包含上市企业或其分（子）公司15家，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29家。重科智谷·金星园区（二期）围绕数字经
济、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领域建设公共服务中心
和科技孵化基地，目前引入哈工大重庆研究院、维普资讯
等优质市场主体28家。重科智谷·龙溪园区（三期）按照
高端孵化器标准对老旧厂区进行升级改造，创建以重科
智能制造为主题的科技创新综合体。目前已吸引30余
家科技及文创类企业进驻园区。

除了做好孵化基地建设，市科技研究院还利用“重科
智云”孵化云平台为具备科技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成
长条件的企业“画像”，对企业进行分类评价。有了这个
评价画像，就可以提升企业服务的精准度和有效性，推动
政策、人才、资金等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提高高新
技术企业申报质量和成功率，目前已惠及20余个区县近
800家企业。

激发本土创新潜能
为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空间孵化

7月底，重庆数维空间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迎来一群特
殊的客人，国家科技部高新司、科技中心来重科智谷调研，
智谷方面推荐数维空间作为代表企业接受调研。在调研
过程中，总经理陈柯良提出，能不能针对建筑信息化和数
字建造领域，由科技部牵头策划一个相应的课题。该建议
得到了科技部高新司的积极回应，正在策划顶层设计。

作为重科智谷园区孵化的高科技公司，数维空间在
发展中遇到的很多困难都得到重科智谷的帮助。“他们在
商业运营方面、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方面都提
供了指导，还帮忙联系银行融资。也帮我们创造一些对
外交流的机会，让我们结识到新的朋友、发现新的商机。
疫情发生以后，帮助我们渡过疫情困难时期，并且真金白
银地给我们减免了六个月共约25万元的租金。”陈柯良
对此表示感谢。

重科智谷负责人告诉记者，园区里很多科技型中小
企业多为初创公司，抗风险能力较低。面对疫情期间人

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不
畅的冲击，运营工作很难开

展。唯有把服务工作及时、精准做到位，才能从根本上为
企业纾困。事实上，在疫情结束以后，园区方面利用主题
教育的契机，深度服务园区企业，聚焦难点创新服务，积
极帮助企业走出困境，顺利成长。他们精心策划业务对
接活动、开展投资机构进园区服务、搭建银企对接平台、
组织金融赋能企业活动、开展线上招聘会等，促进科技金
融深度融合，助力企业与人才市场精准对接。积极响应
国家政策，落实房租减免，预计今年再减免1000万元，疫
情三年，重科智谷已累计为企业减免租金2000多万元。

“近来，相关技术专家积极为我们挖掘技术应用场
景、诊断项目后期问题，这不仅加快了我们的开发进度，
缩短了项目产品化的时间，还帮助我们完善知识产权布
局。”重庆远感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唐云建表示，得益于
专业优质的创新服务，目前公司已拥有多个发明专利，发
展势头越来越好。 重庆晨报记者 廖平 重科院供图

聚焦难点创新服务
帮助初创公司渡过难关纾困

维迈通科技参加摩博会

在重科智谷，有众多重
庆圣享科技有限公司这样
的高科技企业

重科智谷是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基地重科智谷是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