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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苏州强强联手  科技创新谋求共赢 
○ 青进

苏州是一座具有二千五百多年悠久历史的

中国文化名城，素有“人间天堂”之美誉，人文

荟萃，英才辈出。百年清华也一直秉承“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坚持“行胜于言”，追

求卓越，成为中国一流人才的聚集地之一。有专

家指出，清华大学与苏州的合作已成为校地产学

研合作的一个缩影和折射。

校市全方位携手

“大学应该更多地为科技创新做贡献，我认

为世界上有两个地方做得最好，一个是硅谷的斯

坦福，一个是清华科技园。”这是比尔·盖茨在

亚洲大学校长座谈会所说的一席话。

今年7月中旬的2010年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期间，一场清华百年校庆系列论坛

的“苏州创新发展论坛”同期举办。此论坛由清华大学和苏州市政府共同主办，

100名清华校友及若干重量级嘉宾齐聚苏州，探讨校市共赢的发展之路，同时也将

助推苏州人才战略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在2008年世界科技园协会、亚洲科技园协会

联合年会上，世界科技园协会总干事Luis	Sanz表

示：“清华科技园是我所见过的建设得最好的科技

园之一”。

清华科技园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大学科技园，走

出了大学科技园与地方区域科技创新结合的道路。

清华科技园成立于1994年8月，位于人才和智

力最为密集的中关村地区。作为国内惟一一个Ａ类

国家大学科技园，辐射网络覆盖近30个城市和地

区，逐步形成了高科技企业创业集群、跨国企业研

发机构集群、金融投资机构集群和中介服务机构集

群等各种机构组成的完整的园区形态。

16年来，清华科技园不断为清华和企业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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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铺路、架桥，为双方提供交流和合作的机

会，以此推动产业的整合和升级。

其中，清华科技园与苏州的合作最为典型。

苏州目前的经济实力跃升全国第五，正以惊人的

速度，走出一条自我发展的创新之路。

2007年，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大飞机项目

正式立项。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清华科技园锁

定了清华大学重大科研项目——机械工程系超大

吨位模锻压机项目。为此，由清华科技园牵头，

园区与苏州昆山政府共同筹集资金4000万元，联

合机械工程系发起成立了苏州昆仑先进装备制造

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与清华机械工程系签订共

建研发中心协议，计划3年向机械工程系投入一定

的研究资金，同时实现该技术与学校的知识产权

共享。

2009年，昆山依托该项目建设昆山装备制造

产业基地。目前在清华科技园的协助下，该公司

已落实基地选址和立项工作，10万吨模锻压机项

目设计、融资等工作已经展开，预计该项目将于

2010年落成。

众所周知，清华大学拥有一流的人才和强大

的科技力量，与苏州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清华

大学在苏州建立了许多产业基地，实施了一大批

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攻关项目，已经成为苏州产

学研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了解，清华与苏州的合作重点是：一、

共同推进区域自主创新。苏州与清华共建创新平

台，支持清华大学的研发机构、工程中心在苏州

新建或设立分支机构，创办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

合体，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二、共同推进重点领

域产学研合作的深入开展。苏州将在电子、冶

金、高档造纸、精细化工、汽车及零部件、精密

机械、新型纺织和生物医药等八大产业加快发

展，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清华大学在苏州的合

作转化项目，每年确定一批科技攻关项目，鼓励

和支持企业与高等院校共同开发。三、共同推进

高新技术产业化。苏州各个开发区通过与高校联

手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加快产业升级，促进高科

技产业集聚；通过清华大学的高科技企业和高科

技人才加盟，共建科技成果孵化基地。四、共同

推进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清华大学将采取灵活多

样的方式，支持苏州高等院校、高等教育园区、

国际教育园区等教育基地的建设。

另据清华大学科技开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自2003年起，清华大学已经与苏州、无锡、常

州、盐城、长沙等共18城市（区）设立了产学研

合作办公室。自成立产学研办公室以来，共同组

织各类产学研合作活动400余次，项目合同额达2

亿元。

另有统计显示，清华大学已与24个省和80余

个地级市签署了全面（科技）合作协议，每年与

地方企业的横向科技合同近1600多项，合同额超

过8亿元。

推动产学研结合

2009年底，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一行在昆山

调研考察时表示，清华大学将一如既往、真心诚

意地与昆山合作，将清华大学的创新创业人才优

势、科研成果优势与昆山的产业优势、投资环境

优势紧密结合，携手创新，推动产学研合作、成

果产业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在昆山维信诺公司，顾秉林查看了中国大陆

古典园林之夕阳下的苏州盘门



28

第一条OLED大规模生产线，并听取了公司发展情

况介绍。顾秉林说，看到这个清华大学成果转化

项目在昆山快速发展，感到很高兴。清华大学的

科研项目很多，但是要实现产业化，不仅需要承

担很大的风险，还要克服很多技术难关，过程非

常不易。

事实上，维信诺公司的成长不仅代表了一种

新技术的创新潮流趋势，从产学研的成功结合上

看，维信诺的成长过程有着标本般的示范价值。

维信诺公司的OLED（即：全彩色有机发光显

示屏）技术来自清华大学，整个生产线完全自主

设计。依托清华大学的技术研发优势，在昆山市

政府的支持下，中国第一条OLED生产线在2006年

落户苏州昆山。

据了解，昆山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提出了打

造“平板显示”产业链的构想。清华科技园积极

响应，倡导并促成了清华大学化学系、维信诺公

司、昆山市政府三方合作：昆山市政府先后出资

3.2亿元，组建成立了昆山维信诺公司。

在清华科技园帮助下，维信诺公司于2003年

顺利开展中试，成为OLED行业中国大陆唯一一家

能够在中试生产线上进行小批量生产的厂家。在

清华科技园的协助下，维信诺公司先后获得江苏

省、苏州市、昆山市等政府支持，推动了项目的

进展。2008年10月8日，中国大陆第一条OLED大

规模生产线已正式在昆山投产。

该生产线能实现年产1200多万片小尺寸OLED

显示屏，这些1～3英寸的多色及全彩显示屏可

被用于手机、MP3、车载显示器、工业仪表等

行业。这是中国在显示产业领域第一次依靠自主

掌握的技术实现大规模生产，标志着中国新型平

板显示技术领域通过多年的自主创新终于破茧成

蝶，实现了从技术到产业的转化，表明中国显示

产业由“中国制造”开始走向“中国创造”。

苏州有关方面表示，以邱勇为首席科学家的

OLED显示技术项目团队到昆山创新创业，一流的

人才、一流的技术来到一流的创新环境，对整个

团队而言是如虎添翼。昆山是全国百强县（市）

之首，拥有完善的IT产业链，OLED显示技术项目

的加盟，对昆山和IT产业链而言是画龙点睛。

据悉，在2009年，OLED项目获得了第六届中

国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和发明者协会国际联合会

最佳发明奖，此奖全球只有三项。

文化融汇是关键

一位在苏州创业的企业家说：“在苏州，你

无时无刻不被这里浓厚的创业氛围所感染。”	

苏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之一，已从一

座内蕴秀美的江南小城壮大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城

市和经济大市，为世界所瞩目。改革开放以来，

苏州致力于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用古典园

林的精巧，布局出了现代经济的版图；用双绣的

绝活，实现了东方与西方的对接。

近年来，又坚持以人才结构优化引领经济

转型升级，成功地打造“创新苏州，创业天堂”

的概念。苏州市委、市政府领导意识到，苏州面

临着工业化转型、城市化加速、国际化提升的重

大机遇与挑战，在相继实现“农转工”、“内转

外”两次历史性跨越后，苏州正在高平台上全力

展开“量转质”的新的发展跨越。科学发展、率

先发展、创新发展，关键在人才。

去年，苏州市政府提出了更高规格、更高层

次的人才战略。如今，政府站在了引才的前台，

体现出苏州这座文化名城，为吸引海外高层次人

才所做的巨大努力、对高层次人才的重视。高调

的“人才文化”，无疑将会使苏州与清华的合作

校市合作

古典园林之沧浪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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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升到新的层次。

有评论认为，清华人在苏州创业发展，成为

苏州经济文化发展的一部分：一方面清华提升了

苏州产业和经济园区的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

一些清华商业精英创造出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

令人称道，成为苏州企业界独树一帜的景象。

2009年12月23日，苏州清华企业家商会正式

成立，为苏州市总商会添了新的成员。清华企业

家商会以苏州地区清华校友创办的高科技民营企

业和清华大学及其下属机构在苏州地区投资企业

创办的企业为主。

成立大会后，江苏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蒋宏

坤会见了来苏出席商会成立仪式的清华大学校长顾

秉林。顾秉林对苏州市各级领导对清华大学一贯以

来的支持表示感谢，他希望清华企业家商会发挥优

势，支持和帮助新一代清华校友和企业在苏创业和

发展，为母校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在当天召开的商会第一次会员大会上，清华

大学物理系1981级校友、阿特斯光伏总裁瞿晓铧

当选商会首任会长。瞿晓铧2001年11月在苏州高

新区创办阿特斯公司。2006年11月9日,CSI阿特斯

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2009年CSI阿特斯的销

售收入约7亿美元，在全球太阳能光伏组件行业居

前十位，并连续两年荣膺德勤中国高科技、高成

长10强。

瞿晓铧表示，苏州清华企业家商会的成立，

将为苏州经济的发展构筑又一个高端平台。它将

通过“以商引商”进一步引进高科技、高素质人

才，并将通过这些人才进一步带动一批高科技项

目和企业落户苏州，通过这些项目和企业进一步

推进苏州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苏州

经济的转型升级发挥作用。

巧合的是，就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人才工

作会议上，20名获聘“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

中，瞿晓铧成为江苏省唯一一名受聘专家。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日前举行的全

国人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

源”，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突出培养创

新型科技人才。中国正在努力从世界顶级的制造

中心转变为创新国家，“自主创新”是中国持续

发展的迫切需求。

正值清华百年校庆之际，清华和苏州将再度

联手，在2010年7月12日共同推出苏州创新发展论

坛，在产学研合作、人才输送等方面紧密合作，

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与互动。

相关人士都相信，未来正如苏州市委书记蒋

宏坤所期待的那样，苏州市与清华大学将全面提

升战略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为清华大学和苏州地

方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也为清华大学进一步

服务社会提供更有说服力的现实样板。	

盘门三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