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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企业研发投入偏低，淄博高新区率先实施“科技创新券”———

引导企业把钱用在“刀刃”上
多年来，淄博市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的科技创新在引导和鼓
励企业科技创新方面发挥了一定
作用，财政每年直接用于科技创
新奖励和资助的资金从2009年的
1000万元增长到2013年的5300多万
元，企业和园区的自主创新能力
得到了一定提高。

但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发
现，财政科技扶持和奖励资金在
企业的有效使用和对企业创新的
引导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企
业的研发投入偏低，科技创新能
力不强等。2014年9月，高新区为
此设立了“科技创新券”机制，
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从而提
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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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魏茜茜 本报通讯员 岳书杰

发放2132万元科技创新券

9月12日，高新区科技局在淄博高新区先进陶瓷产业创新
园召开了淄博市火炬工作表彰奖励大会，并对2013年度在科技
创新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了表彰奖励，共
计奖励资金5188 . 71万元，其中以资助类创新券形式发放2132万
元，以现金形式发放3056 . 71万元。

“科技创新券是政府向企业发放的，中小企业可用券购买
技术成果、技术服务、知识产权等，在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精
细化工和高分子、先进陶瓷、先进制造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上
进行科研。”淄博市高新技术与产业化科科长刘占峰说。

据了解，淄博高新区科技创新券分为资助类创新券和引
导类创新券两种，相当于一种权益凭证，创新券面额分为1万
元、5万元、10万元三种，每张创新券编号唯一，不得转让，买卖
或设定担保。

其中，资助类创新券的发放面向已获得政策扶持项目的
企业，此次科技创新资助改变了以往以资金资助的方式，调整
为按企业享受资助金额的60%发放资助类创新券，剩余40%以
现金形式发放。

对于引导类创新券，刘占峰表示：“假设企业的研发项目
没有获得政策支持，但企业自身有一定的研发投入，那么我们
为了鼓励他们创新，企业可凭借研发相关单据，最高获得30万
元的创新券。”刘占峰认为，科技创新券政策的制定，能够更加
有效地发挥科技创新政策的扶持和引导作用，提高政府科技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引导能力。激发企业科技创新活力，形
成了科技创新的“倍增效应”。

确保创新资金用于研发投入

近年来，淄博高新区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先后出
台了《关于加快创新型科技园区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科技创
新扶持政策，2013年又根据该区科技创新实际情况制定了新的
科技创新政策。

记者了解到，高新区每年直接用于科技创新奖励和资助
的资金一直在大幅增长，已经由2009年的1000万元增长到2013
年的5300多万元。虽然资金奖励和资助的力度逐年增大，但企
业却存在着创新能力不强、创新项目不完善，部分企业甚至出
现研发投入不足等问题。财政科技扶持和奖励资金在企业的
有效使用和对企业创新的引导上没发挥太大的作用，钱没用
在刀刃上。

如何用好国家、省、市和高新区的科技创新政策，让其在
引导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促进产业提升、转调创中发挥杠
杆作用成为一道新难题。

为此，高新区科技局通过广泛调研和学习其他地市的做
法，认为设立“科技创新券“这一激励、管理机制，确保了创新
资金只能用于科技创新，购买科技创新服务，避免了企业将创
新资金用在其他方面，也避免了公共科技资源的流失，引导企
业加大科技投入。

据了解，2012年9月，江苏省宿迁市通过借鉴欧洲国家的实
践和经验，在全国率先实施了科技创新券政策，后又有上海、
江苏等地开展实施创新券政策探讨。“创新券政策实施虽然时
间不是很长，但从一些地方使用创新券的情况来看，效果非常
明显，它可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在科技创新上的作用，让政府
资金投给真正想创新、愿创新、能创新的企业。”刘占峰说。

环保成了奖励的门槛

与此同时，高新区对科技创新券的发放也设立了门槛，首
次将环保作为科技奖励的前置条件，对没有完成环境治理任
务的企业，不予发放科技创新券，已经发放的，不予兑现，实行
一票否决制。

“科技局在发放创新券之前，会交由我们审核企业，若企
业在平时的检查中有处罚，没有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治理设施
或清洁生产任务的，我们会将意见反馈给科技局，企业情况一
目了然。”高新区环境保护局相关负责人曹叶禄告诉记者。

科技创新券重在引导企业创新。记者从《淄博高新区科
技创新券管理办法》中了解到，资助类创新券和引导类创新
券用于研发经费支出的，兑现时实际发生的研究经费不应低
于创新券兑现金额的2倍和4倍，引导类创新券用于生物医
药、先进陶瓷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使用费的，兑现时实际发
生的平台使用费不应低于创新券兑现金额的3倍。若企业实
际发生的研发经费达不到要求，将按相应比例核减确定创新
券兑现金额。

“通过加大企业在研发上的自筹资金比例，逐渐让他们认
识到研发的重要性，以及研发成果所带来的更大的经济效
益。”刘占峰说。

记者了解到，科技创新券发放后，相关部门每年都会对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对资金使用合理、研发经费持续增
长、研发成果突出的企业在下一期创新券发放工作中优先支
持。对于提供虚假材料获取创新券资金的企业，一经发现，注
销其创新券，追回资金，在3年内不再享受高新区各类奖励资
助资金支持，并保留进一步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工业“除味”挖出商业蓝海
——— 记山东派力迪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瑞莲

经营者档案

□ 本报记者 魏茜茜

“押宝”环保商机

“这就是我们用时6年研发出的可用于治理工业有机废气
和恶臭异味气体的世界顶尖设备。”9月23日，在山东派力迪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的试验厂房内，李瑞莲指着身后的DDBD低温
等离子体处理工业异味设备，给记者介绍它的运作原理。

上世纪90年代，李瑞莲靠做污水处理厂发家，但时间一
久，她发现了新问题：“污水处理的时候，会产生刺鼻的气味，
厂里很多工人开始反映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关注这方面
的动态。”

机会总是特别垂青有准备的人，2008年，当被誉为“中国
VOC治理第一人”的李瑞莲第一次接触到复旦大学研发的等
离子体DBD技术时，她就被深深地震撼了。“简单地说，它是利
用闪电的原理，一道光闪过后，就可以将空气变得清新。”李瑞
莲告诉记者。

吸引李瑞莲的不光是这神奇般的运作原理，还有它节能
高效的一面。李瑞莲对记者介绍说，设备在运转时，仅用1-3度
电就可以处理1000立方米的空气异味，既节能又环保，并且是
世界首创。同时她还了解到，有权威数据显示，到2016年，废气
治理环保设备投入将达到7000亿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很
快，她组织公司骨干成员马上跟进该项先进技术，她的目标很
明确，就是把研发成果实现产业化。

科研成果产业化不是说说就行，它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做
后盾，而在这之前，已经有多家企业也做了产业化的尝试，但
都被拖垮了。李瑞莲心里最清楚，试验成果转化是一个高风险
的投资，但看到这项技术在工业有机废气治理领域的广阔应
用和背后蕴藏的巨大的商机，她还是决定放手一搏。

一波三折

2008年3月份，李瑞莲成立了山东派力迪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并与复旦大学合作，建立了专业从事废气污染治理及成果
转化的技术研发平台“复旦——— 派力迪污染控制工程研究
所”。DDBD技术在实验室逐渐成熟，这让李瑞莲信心十足，此
刻她正琢磨着如何把技术带到工厂中。

两个月过后，机会来了。齐鲁石化腈纶厂生产过程中排放
的二甲胺、二甲基甲酰胺等恶臭气体时时影响到周围的空气
环境质量。因该类废气具有明显的鱼腥味、在环境中性质稳
定、难以降解，且厂区位于济青高速旁边，居民较多，异味投诉
率居高不下。

该厂也曾尝试过活性炭、液体吸收等方法，但成本高、处
理效率有限，一直找不到好办法。为此，他们请来了韩国和北
京两家异味治理公司，派力迪也自告奋勇加入进来。李瑞莲对
技术相当有信心，她对腈纶厂负责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为了
公平竞争，每家公司负责一条生产线，如果异味处理效果好，
就签合同，若不好，免收一切费用。

腈纶厂负责人痛快地答应了，而其他两家公司由于不敢
打保票，比赛还没开始，便一一退出了。

就这样，李瑞莲签到了第一笔单子。“我们将异味处理
设备安装在工厂内，一开始部件损坏率很高，技术人员24小
时值班，坏了就换，反复改，反复调，一直攻克不了。”李
瑞莲说。

直到2009年10月份，派力迪公司人员通过设备升级、改进
核心参数等方式把腈纶厂的异味彻底解决了。二甲胺去除率
达99 . 6％以上，烟囱尾气臭气浓度小于1000(国家标准2000以
上)，厂界臭气浓度小于5，总体治理效果优于国家污染物排放
标准值，周边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不断拓展新领域

有了应用案例，派力迪彻底实现了DDBD工业化应用，在
行业内开创了“低温等离子体技术”治理工业废气的先河。

此后，李瑞莲不断向其他异味处理应用领域拓展，开发出
了十余种废气治理新工艺。已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制药、造
纸、制革、橡胶等领域，2013年产值达到8千万元，截至今年9月
份，产值已达到2个亿，不到一年时间，产值实现成倍增长。

如今，DDBD单台设备废气处理能力从原来的5000立方米/
小时，提高到目前10万立方米/小时，突破了世界范围内低温等
离子体设备不能处理较大风量废气的问题。截至2013年底，共
完成废气治理工程103项，生产标准工业废气治理设备16个系
列，150个品种，申请国家专利53项。

同时，DDBD技术带来了非常可观的社会效益。据了解，截
至今年7月份，已经有400多台设备在现场运转，按每台设备废
气处理量50000立方米/小时计算，年处理废气可达4 . 3亿立方
米，400个工程项目将处理异味气体污染物172000亿立方米，
削减硫化物、醇类、苯胺类、酚类、非甲烷总烃17960吨。

下一步，李瑞莲还将拓展配套技术设备研发，使产品多样
化，不仅能用在工业上，还可以往民用化方向发展，例如小区
垃圾中转站异味处理、办公室异味处理等。

李瑞莲，1983年从事医疗工作，下海创业后，先后创立淄博临淄杏林工贸公司和上海一
环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做污水处理工程。因一次巧合，她接触到等离子体DBD技术，并发现
其可应用于工业异味治理。李瑞莲又一次看到了商机，于2008年3月投资成立山东派力迪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开始了将技术移植到工厂的产业化道路。

其间，她带领公司技术人员实现了技术成果转化，成功研发出“DDBD低温等离子体工
业异味气体处理技术”，并拓展到30多项应用领域，也因此荣获了“山东省2009年度环保产
业优秀企业家”和“2012年淄博市十大民企领军人物”等称号。

“淄博人游沂源”

旅游专线18日开通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周清秀 报道
本报沂源讯 10月15日，记者从沂源县旅游局了解

到，该局联合山东国际旅行社举办的“淄博人游沂源”旅
游专线将于10月18日正式开通。

据了解，此举将结束张店到沂源没有旅游专线的历
史，对于沂源县整合旅游资源，打造沂源旅游品牌意义重
大。共有3条旅游专线可选，分别是游览沂源鲁山溶洞群
景区，体验苹果采摘一日游；游览沂源牛郎织女景区，体
验苹果采摘一日游；游览沂源鲁山溶洞群和牛郎织女景
区，体验苹果采摘二日游。其中，一日游专线每天发团,
两日游专线每周六发团。

淄企参与制订热水器用

镁合金牺牲阳极行业标准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郭龙雪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日前，工信部印发了2014年第三批行业

标准制修订计划，淄博宏泰防腐有限公司牵头起草的热水
器用镁合金牺牲阳极行业标准制订项目列入。据了解，目
前国内外类似标准对热水器镁合金牺牲阳极均没有详细规
定。宏泰防腐是目前国内热水器阳极的最大生产商，2011
年以来多次参与镁合金国家和国际标准的修订，其生产的
热水器用镁合金牺牲阳极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

据了解，企业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修订，不但有助于
保证和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也大大有利于市
场秩序规范和标准体系完善，将进一步推动产业自主创
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工信部每年下达四批
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通过经信
部门进行项目申报，并认真做好草案编制等后续工作，经
过审核批准后，工信部将进行公告及正式出版。十二五以
来，淄博市44家企业主持或参与了行业标准制修订，其中
主持制修订30项，参与的76项。

淄博首例光伏车棚项目

亮相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高见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记者从山东盛唐新能源工程有限

公司了解到，淄博市首例光伏车棚项目已在淄川区罗村镇
南韩村正式亮相，预计年发电量31098kwh，可同时供15辆
电动汽车充电。

据了解，所谓光伏车棚，是指将光伏发电与车棚相结
合的一套系统，利用太阳能制造出清洁能源供电动汽车充
电，并同时实现遮风挡雨、灯光照明，并入电网后，余电
可由当地国家电网收购。该系统对地域要求相对较低，建
设起来十分灵活方便。此外，据山东盛唐工作人员介绍，
建于罗村镇的这个光伏车棚装机容量为20kw，预计年发
电量31098kwh，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1820kg，年可减少二
氧化硫排放52 . 56kg，减少氮氧化物排放80 . 86kg。

东岳集团被评为

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第五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表

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中组部、中宣部、人社部、科技部联
合表彰了99名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96个专业技术人才
先进集体。淄博市推荐的东岳集团含氟功能膜材料创新团
队被授予“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据了解，东岳集团含氟功能膜材料创新团队自成立以
来，致力于含氟功能膜材料的研究开发工作，先后承担了
国家“十一五”、“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国家863计
划重大课题、欧盟第六框架计划、中国——— 加拿大政府间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国家重点火炬计划等多个项目，开发
出了一系列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附加值高的高端含
氟单体、中间体和含氟精细化学品及其制备技术，产品达
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走出了一条科技强企之路，
为国家在氯碱膜行业、燃料电池膜行业和太阳能电池封装
材料行业打造自己的民族品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美白对虾“双丰收”

每亩纯收益2万元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石晓静 报道
本报高青讯 记者从高青县碧水源渔业养殖专业合作

社了解到，该社这两年从天津、潍坊等外地引进养殖南美白
对虾新品种，并改变了传统的养殖模式，部分改用大棚养殖
取得了较好的收益。2014年对虾的产量和单价都处在较高
的位置，养殖户可获得较为丰厚的利润。

碧水源合作社理事长董付前介绍，去年4月20日从潍坊
引进海威南美白对虾进行大棚养殖后，产量剧增，个头也比
以往要大，从8月上旬就开始出售首茬南美白对虾，一直出
售到10月初。“大家看到在黄河大堤上等待收购的经销商来
自于青岛，因为早已经定好了收售合同。”董付前和社员们
就是专门为青岛经销商捕捞南美白对虾的。

“如今的南美白对虾养殖，虾塘可以不在滩涂里，抛弃
了传统的依靠河流、沟渠流养殖。”董付前说，目前他们采用
的是一种上岸养殖的方式，在离水域不远处挖掘虾塘，再抽
取黄河水，按一定比例用氯化钾配置水盐度，从而打造一个
封闭式的养殖区。这种养殖区再利用水泥池、增氧机、大棚
等设备，从而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水环境，使其不受气温、
风、雨等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大大提高了养殖成活率、
养殖密度，相对降低了养殖的成本。

目前，碧水源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已发展600亩的水
面，入社户数20户，平均亩产量1000斤，市场批发价为一斤
34元，每亩纯收益2万元左右，2014年南美白对虾价格一直
看好，此基地成为当地较有规模的南美白对虾淡化养殖基
地之一。合作社采用社员自愿加入、统一经营的方式，目前
在苗种、饲料和药物等原料的采购上保持统一，技术统一管
理，统一出售南美白对虾，成员之间的养殖品种和合作社的
产业结构都进行统一精细配置，消除了单打独斗不利水产
养殖的窘境。

企业在高新区生物医
药平台上做研发试验。
（资料图）

派力迪公司的工人正
在调试产品。（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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