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姻本报记者杨琪
“京东方、天马微电子集团……现在我们已经

有数家大客户，公司销售额成倍增长。”北京中科
锐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权细细地捋了一遍
客户名单，创业两年，能成为京东方、天马微电子
集团等国内众多大型厂家的合作伙伴，他颇为满
意。
留学英国归来后，任权放弃了在中科院工作

的机会，只身创立了中科锐工。对于如何选择人
生路，任权一次次地思考。
“走研究路线，研究所现在注重培养年轻的

科技力量，已经有一批更年轻的科技人才崭露头
角。”一番思谋，任权决定在创业的天地中寻找属
于自己的“自留地”。

不能同时追两只兔子

从大学本科到博士学习期间，任权接触的学
科有点杂，“自然学科都有所涉及”。力学、生物、
化学合成以及微纳米制造，任权都汲取了不少知
识养分。
正是在这段涉猎广泛的学习期间，任权有机

会接触了不少来自一线企业的项目，如动力电
池、高端精密制造、TFT-LED/LCD等半导体制
造领域等。

在那时，他便发现，企业面临太多的技术
难题，而研究人员却找不到合适的研究课题。
如何让这两者结合起来呢？做企业与做研究是
两条不同的路，往往企业面临的技术难题，又
绝不是精通一门学科的技术人员就可以搞定
的。
之后，任权赴英国 Durham微纳米加工中心

做访问学者。
一些访问学者将在国外的这段时期当做旅

游和休假，对课题研究不太上心，只要向所在学
校或研究院所缴纳“板凳费”即可。而在任权的访
问留学期间，他却成了 Durham微纳米加工中心
里最忙的一位中国访问学者。
每逢周六日，该中心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加

班，“有时候静得吓人”。而任权却选择在实验室
中工作、撰写论文。当 1年访问期满，任权已经发
表了三四篇论文。
“我希望你留下来。”合作导师非常希望这

位既能干又耐得住寂寞的年轻人留在英国，享
受该中心提供的优厚待遇。任权没有犹豫，选

择了回国。
归国之后，任权在中科院电工所任助研一

职。在 2009年，任权与其他 3人一同开始了他的
第一次创业之旅。
创业的 4个人都“身怀绝技”，可轻松地游弋

在各自熟悉的技术领域中。但是这一次尝试，却
以失败告终。“这是一次短暂的创业经历，但是给
了我非常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他说。
任权发现，并不是把各类“能人”聚集在一

起，创业就能成功。创业者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冲
在第一线，必须有判断产业发展、企业走势的能
力，并带领团队找到利润点。
经历之后，任权明白了一点：“一个人不能同

时追两只兔子”。要么放弃电工所的职位，义无反
顾地冲在创业第一线；要么安心地留在科研岗
位，挑战实验室里的技术难题。
任权选择了前者。目前中科锐工是国内

唯一一家能够利用 MEMS 技术对 BLOCK 模
组加工的公司。BLOCK 模组组合的精度可达
到 0.004mm。

广撒网或将难捞鱼

前段时间，天马微电子集团召开制造、供应链
年会，任权应邀参加。

到了现场，任权被“吓”了一跳。在应邀出席年
会的供应商中，其中只有不到两成的企业是本土企
业，其他供应商多是来自日本与韩国的大中型企
业。
在中科锐工所属的行业中受邀的供应商只有

两家，一家是来自日本的知名企业，另外一家便是
中科锐工。

这几年来，京东方、天马微电子等知名国内企
业越来越注重产品配件的国产化。但是如果国内企
业想要一直成为这些大企业的供应商，并不容易。
而一家国内名不见经传的小型高科技公司能

够成为京东方、天马微电子全国 7家公司的供应
商，中科锐工靠的并不是机缘巧合。
之前，任权并不认识这两大厂商的工作人员。

在一次半导体行业展会上，京东方的工作人员发
现，中科锐工能提供自己的技术需求。就这样，中科

锐工带着技术和产品走进了这些大厂大企业的车
间，解决完一个部门的问题，又因为服务好、技术硬
被推荐到另外一个部门。
中科锐工提供的半导体装备制造以及高端检

测设备，凭借过硬的实力，有效地填补了国内
TFT-LED半导体装备制造的空白，打破了国外企
业的技术垄断。
通过不断地学习和积累，中科锐工渐渐小有

名气。“可以说，我们就是这样硬挤到供应商队伍中
的，其间承受的压力和辛苦是他人所无法体会验。
通过合作，我意识到一点，做企业一定要专注。”任
权说。
中科锐工并不忙于扩大客户资源，而是专注

技术的研发。往往很多企业采取广撒网捞大鱼的发
展方式，任权却认为他们忽略了专注的力量。
为了保持与客户的良性合作，中科锐工更加

注重产品质量，通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把控质量品
质，以获得良好的口碑。
比如，对 TFT行业所使用的备品、材料等，中

科锐工选择全球化采购。有时，有些国外产品的价
格是国内同类产品的数倍。可国内某些企业不重视
产品质量，追求短平快，甚至以次充好，任权拒绝与
这样的企业合作。“因为中科锐工要打造‘百年老
店’，必须谨慎地走每一步。”
拒绝盲目创业，专注行业，任权要在自己的

“一亩三分地”里种出一棵 TFT行业的“大树”。

中科锐工：任博士的“自留地”
创业故事

姻本报记者郑金武 唐琳
参加展示、对接协会、宣讲产品———在一系

列琐碎的工作中，看到自己公司的产品离市场越
来越近时，北京中科国发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
科国发）董事长助理孙亚利感到些许欣慰。

2009年底，中科国发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
所签署专利独家转让合同，中科院微生物所的
“耐热 SOD酶”专利转让给了中科国发。

为了推动“耐热 SOD酶”项目的产业化，中
科国发大胆吸引社会投资，由中科国发控股组建
成立了北京奇化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奇化
美），负责实现产业化进程。
然而，从 2003年开始推动项目，到如今实现

产品稳定生产，这 8年的时间里，“耐热 SOD酶”
的产业化道路，对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
人员和奇化美公司的技术人员来说，都是非常漫
长和艰辛的。
产品生产出来后，该怎么进入市场？又该如

何去销售？“我们正努力与中国保健协会联系，希
望借力他们的科技服务平台推动产品进入市
场。”孙亚利介绍说。

敏锐的市场嗅觉是关键

SOD（Superoxide Dismutase，SOD），又称超氧
化物歧化酶，它能够有效遏制、俘获、分解自由
基，对抗人体衰老。
此前，由于热稳定性差，普通 SOD酶非常容

易失活，抗化学剂和抗酸碱性都很弱，持续功效
也不长。因此，市场呼吁尽快开发出“耐热 SOD
酶”。

2003年，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生物资
源国家重点实验室董志扬、何永志研究组开始着
手“耐热 SOD酶”项目的研究。科技部分别于“十
五”、“十一五”两次设立“863”重大项目推进“耐
热 SOD酶”研究应用，并明确要求“耐热 SOD
酶”实现产业化。
在国家科技部“863”重大项目的支持下，

2008年，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生物资源国
家重点实验室董志扬、何永志研究组经过数年艰
辛的科研，获得了“耐热 SOD酶”的发明专利。
中科院微生物所将该项目成果记载于微生

物所的成果年鉴中。而正是这个小小的细节，开
启了“耐热 SOD酶”产业化的序幕。

2009年，微生物所成果年鉴中的“耐热 SOD
酶”项目吸引了中科国发前任董事长蒋笃义的注
意。蒋笃义敏锐地察觉到“耐热 SOD酶”所具备
的市场潜力和真正价值，于是下定决心要将“耐
热 SOD酶”推向市场，服务社会，为企业创造效
益，从而实现共赢。
同年底，在蒋笃义的积极推动下，中科国发

与中科院为生物所正式签署专利独家转让合同，
“耐热 SOD酶”专利转让给了中科国发。

中科国发更是创新产业化模式，大胆吸引社

会投资，并由中科国发控股组建成立奇化美公
司，推动“耐热 SOD酶”的产业化进程。

艰难的起步

然而，“耐热 SOD酶”的产业化起步却并非
易事。项目组的研究人员和奇化美的技术人员不
得不面临着一切从零开始的局面。没有厂房，没
有设备，这些问题都仿佛拦路大山一般横在了
“耐热 SOD酶”的产业化道路上。

2010年初，项目组和奇化美正式开始了“耐
热 SOD酶”建厂的准备工作。“从选址到设备选
型、设备改造，有很多工作要做，而因为彼此对生
物产业化缺乏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科
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何永志告诉《中国
科学报》记者。
比如，在厂房的选址、热处理器、超滤浓缩系

统等设备订制方面，何永志和同事们耗费了不少
时间和精力。
而技术人员缺乏是另一个难题。
“刚开始我们只有几个人。奇化美总经理左

德全和主任蒋光明天天陪着我们在厂房里琢磨
工作要怎么进展下去。那段时间经常熬夜，是最
辛苦的。”何永志和奇化美的技术人员董亮在谈
到工厂筹建初期的艰苦状况时不禁感慨。

2010 年 7月，在历经 3个多月的筹备后，
“耐热 SOD酶”一个中等规模的实验型工厂正式

投入运转。目前，奇化美每年可以生产 100公斤
的“耐热 SOD酶”，这保证了“耐热 SOD酶”产业
化道路上的重要环节———产量的稳定。
“耐热 SOD酶”的产业化生产不仅实现了产

量上的稳定，同时也在质量上获得了权威认证。
何永志说，微生物所委托了北京市理化中心对
“耐热 SOD酶”进行理化试验，同时委托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其进行毒理试验。据报告显
示：“排除了‘耐热 SOD酶’含有致病微生物和重
金属物质的可能，证明其是无毒无副作用的产
品。”

产业化道路不好走

虽然“耐热 SOD酶”的产量和质量均达到了
产业化的要求，但在何永志看来，其产业化的道
路依然困难重重。
目前，国内真正从事 SOD酶生产的企业屈

指可数，产量也很小，所以没有范本可以参照。加
之我国相关部门对 SOD酶的生产及应用态度不
明朗，这些都是生物产品无法最终在产业化的道
路上高速前进的原因所在。
然而，实现“耐热 SOD酶”市场化的途径不

止一条。奇化美试图从多个领域入手探寻产业化
的突破点。“做成食品、保健品也是途径之一，但
是，首先必须获得卫生部的认证。”何永志说。
除此之外，将“耐热 SOD酶”应用于化妆品

中也是其产业化的一种途径。据何永志介绍，中
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同拉芳集团合作成立了
“发质研究中心”，研究将“耐热 SOD酶”添加到
护发素当中。同时，还在进行关于保健类牙膏的
研究。
“但问题是，化妆品还是必须走高端产品路

线。虽然‘耐热 SOD酶’的产量能够保证，可提取
的成本还是很高的。”目前，这些项目还都在进一
步的探索当中。
“技术层面的突破很容易实现，但是真正实

现产品的产业化，走向市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
走。”何永志说。生物领域的投资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中科院和企业都需要有耐心，他更希望有眼
光的企业加入到生物领域的发展中，持续实现研
究成果的产业化进程。

虽然“耐热 SOD酶”产业化道路上荆棘密

布，但不论是研发人员还是对接企业的技术人
员，都对此充满了信心。
“现在，不断有国内外的知名企业前来了解

‘耐热 SOD酶’最新的产业化进展，和我们探讨
它的应用以及如何进一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耐热 SOD酶’的市场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中
科国发总经理郭欣说。
如今，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

仍在为奇化美“耐热 SOD酶”的生产提供包括对
菌株的改良在内的技术支持，技术转让并没有终
止。
“我们也会尽最大努力提供后续的技术力

量，实现产品的真正产业化和市场化。”何永志
说。在今后的研究中，董志扬和他的团队将会把
基础研究与产业研发放到同一个层面上双管齐
下，使研究成果的产业开发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八年跋涉
———“耐热 SOD酶”项目产业化之路

姻本报记者 沈春蕾 通讯员封帆

没有中科院的独立研究所入驻黑龙江，缺乏
对当地企业的深入了解，与当地政府也没有建立
合作关系……
“中科院在黑龙江省的院地合作几乎从零开

始。”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院长王利祥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尽管困难重重，中科院院地合作的脚步却未

停止。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与哈尔滨市高新区
的共同推动下，2011年 2月 14日，中国科学院
哈尔滨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以下简称“哈
尔滨中心”）揭牌成立。

这是中国科学院与哈尔滨市政府共建的科
技成果孵化平台。中科院长春分院将成果转化工
作的落脚点选在企业一端，承担起中科院在黑龙
江省的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的任务。

深入一线了解需求

2011年，王利祥曾 3次带领科研人员去哈

尔滨市考察，接连数天、每天拜访数家企业。
王利祥几乎将哈尔滨市各区跑了个遍，拜访

的企业从当地大型龙头企业、亿元以上的规模企
业，到中小型科技企业。通过对这些企业科技需
求的摸底，长春分院希望筛选出一批核心主题项
目，以进一步开展合作。
几次调研之后，长春分院总结出了哈尔滨市

乃至黑龙江省企业的共性和特性。针对实际情
况，长春分院也开始调整院地合作的工作节奏。
首先，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大多都承担着各自

的研究任务，每天跑到企业了解情况不太现实。
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理清企业和地方的需求，
务必做到有的放矢。
其次，按照黑龙江地区的院地合作规划，应

该按照中科院“创新 2020”的要求，在至少 10年
里拿出两个 5年计划，抓大题材并组织策划。
因此，长春分院再到黑龙江省开展项目对接

时，便具体针对某一家企业或产业，同时长春分
院组织 5～6家研究所、调动相关领域的专家，直
接与企业的技术责任人进行项目对接。
去年，中科院十几个研究所与哈尔滨科技局

组织的 70多家企业进行对接，这次会议上就签
订了十几个意向协议。哈尔滨中心迅速抓住了两
个关键点：哈药集团和智诚药业。
此前，长春分院曾两次前往哈药集团，“才

打开一条缝”。和国有企业合作非常之难，长春
分院深有体会，王利祥认为，难点在于中科院
的技术能力未达到生产能力改造的技术需求。
一方面院地合作工作要重心下移，深入市场一
线；另一方面要切实能够解决企业无法攻克的
难题。
黑龙江省智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进行

药物研发，虽然不生产成品药，但是其药物研发
更接近市场端。王利祥认为，中科院的新技术与
其合作，将能更有效地实现技术转化，对接制药
厂。
未来，哈尔滨中心开展工作的重心将关注可

促成中小企业合作的载体。正在筹建中的黑龙江
省智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中试平台，将聚集一批
中小企业。借助该平台，中科院将摸清医药行业
企业的更多需求。
此外，长春分院还将对黑龙江省其他行业组

织有针对性的科研对接。甚至，一些研究所在早
期就参与其中，面向地方需求难点进行研发。

建设平台孵化项目

“哈尔滨育成中心是一个开放的大平台，具
有较强的包容性，以地方需求引领工作开展。”王
利祥说。
哈尔滨中心面向黑龙江省科技需求、积极推

进中科院科研成果转移转化，采取“平台 +项
目”的模式，重点打造了五大技术孵化平台：生物
产业技术平台、装备制造产业技术平台、先进材
料产业技术平台、电子信息产业技术平台和现代
农业技术示范平台。
哈尔滨中心首批入驻项目为 13个，共涉及

中科院 11家相关研究所。目前，9家公司已注册
成立，4家公司 /联合实验室处于筹建中。
王利祥说，虽然哈尔滨中心没有中科院的核

心研究所，给院地合作的推进带来了一定的难
度，但是长春分院已在哈尔滨派驻专人，负责哈
尔滨中心平台和项目的推进工作。

目前，哈尔滨中心已引入多家外地研究所参
与黑龙江省部分具体项目中，比如中国科学院遗
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与当地北方粳稻分子育
种联合研发中心共同开展项目研发，并得到了当
地政府和企业的大力支持。

哈尔滨中心以公司机制来运行，做实实在在
的科技企业孵化平台。

在哈尔滨市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下，哈尔
滨中心正在找寻有地方特色产业为其提供科技
支撑。王利祥说：“院地合作工作最重要也最难做
到的是使地方满意。因此，地方政府满意，就是对
院地合作工作的最大肯定。”

本着“抓区域、抓平台，展示中科院有集中
效应和影响力的科研成果”这一工作理念，哈
尔滨中心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借助中科院各
院所建立的技术可操作性，高新区提供聚集科
技资源的平台和政策条件，已经成功运行 13
个项目。
“这在当初是不可想象的。这些项目的成果

运行，离不开我们对一线需求的挖掘，更离不开
全院的协作联动。”王利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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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哈尔滨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

把成果转化工作做到企业中去

姻本报记者周熙檀
近日，记者从北京中科纳新印刷技术有限公

司了解到，该公司包括纳米墨水生产线、纳米版材
生产线和制版设备生产线在内的纳米材料绿色打
印印刷技术产业化基地已经完成建设。

目前正在进行内部装修，今年 7月可进入设
备调试、试生产阶段，预计 9月份将正式投入使
用。

由于纳米材料绿色印刷制版技术属于全新
的技术，其发明者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北京中科
纳新印刷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中科纳新）总经理宋
延林曾对其产业化一度有过忧虑。而产业化基地
的建成，成为该技术产业化进程的一个节点。

绿色印刷制版技术带动了印刷业的改造升
级，同时，探索了一条中科院引领新兴产业发展的
新路。

保持技术领先优势

据悉，中科纳新 2012年规划生产 200台绿色
制版机，同时今后每年都会绑定销售纳米版材、纳

米墨水等耗材，从而实现持续累积销售的商业模
式。
目前，纳米墨水、纳米版材等技术已经成熟并

稳定生产，绿色制版机和相应软件在成功推出纳
新 100报业型、商业型和纳新 200票据型设备后，
也进入了新一代的技术开发。近日，中科纳新第三
代产品已经试验成功。
“中科纳新将采用技术储备战略，始终保持

2~3年的技术领先优势。”宋延林说。
目前广泛应用的激光照排和 CTP技术都是

基于感光成像的原理，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由此
带来的感光、显影、冲洗等复杂过程和避光操作的
烦琐工艺，以及因化学品清洗而引起严重的环境
污染问题。

中科纳新基于纳米材料研发的绿色印刷制版
技术，彻底摒弃了感光成像的技术思路。纳米墨
水、纳米版材、绿色制版机及专用软件，是目前中
科纳新纳米材料绿色制版技术的 4个核心产品。

其中，纳米墨水、纳米版材都和纳米材料相
关。通过对传统印刷耗材表面浸润性的研究，运用
纳米材料进行超亲水超疏水的转化，从而实现纳
米材料在印刷版材的应用。

“非感光、无污染、低成本”是纳米材料绿色制
版技术的三大特点。完全摒弃了化学成像的预涂
感光层，因此版材不再怕光、怕热；由于不需要曝
光、冲洗等流程，因而杜绝了污染的产生；因省去
了很多工艺环节，避免了相应材料消耗，使用纳米
绿色版材理论上是传统版材涂布成本的 20%。
尽管成本降低了，但是应用效果更出众，印刷

品成品锐利度更高，文字更清晰，色彩更丰富。

探索新兴产业发展新路

前不久，在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商业票据印刷
分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二届年会上，国
家新闻出版总署印刷发行管理司副司长曹宏遂在
《全面推进绿色印刷》专题报告中指出，保持稳定
健康的发展成为印刷业最为迫切解决的问题，同
时强调了实施绿色印刷的重要性。
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新闻出版业“十

二五”时期发展计划》中，公布了新闻出版产业的
振兴工程，绿色印刷和数字印刷被列为重点工程
之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环境保护部近
日联合发布《关于中小学教科书实施绿色印刷的

通知》，就中小学教科书实施绿色印刷明确了时间
表，列出了具体分工步骤。
绿色印刷产业发展脚步较快，在各地文化产

业发展中，频频出现其身影。
河北数字印刷产业园石家庄基地于日前奠

基。据悉，该基地将建成集高端印刷、数字印刷、绿
色印刷、技术研发等多种业态于一体、华北地区一
流的现代印刷产业园区。
日前，由北京市科委和怀柔区政府联合共建

的纳米科技产业园———北京纳米科技产业园暨纳
米科技产业创新联盟，也在雁栖经济开发区揭牌。
中科纳新作为首批入驻的 5家企业之一，其产业
化基地将于今年 9月投入使用。
作为绿色印刷产业发展的技术引导者，中科

纳新探索了一条中科院引领新兴产业发展的新
路，中科院成果———社会资本、企业化运作———产
业化———推进产业发展。
未来，中科纳新将突破纸张印刷的范畴，把纳

米绿色印刷技术延伸到电子、建材、印染等行业，
通过纳米材料的创新和应用，解决行业的环境污
染和高能耗问题，同时降低生产成本，形成“纳米
材料绿色印刷产业技术集群”。

纳米绿色印刷技术产业化上路

中国科学
院微生物所研
究人员开展“耐
热 SOD 酶”研
究。
何永志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