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高玲 陈舒娴 记者
何晓丹）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关于“鼓励和引导
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
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
企业使用”的指示精神，近日，
常州科教城结合园区研发机构和
高职教育集聚优势，在全省率先
制定出台《常州科教城关于开展
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试点
的工作方案》。
“先使用后付费”，指的是常

州科教城园区内高校和公共研发
机构将科技成果许可给常州市内
企业，免费试用一定期限。双方
可自行约定采取“零门槛费 +
里程碑支付 + 收入提成”或
“延期支付”等方式支付许可费，
支付时间应在许可合同生效一
年 （含） 或被许可方基于此科
技成果形成产品或提供服务产

生收入之后。
常州科教城将根据园区高

校和公共研发机构“先使用后
付费”技术许可合同，给予单
个专利或专利组合按照技术许
可合同金额的 25%补助，单个
专利平均补助最高不超过 1 万
元。同时，为试点企业提供担保
服务。
作为全市“创新之核”和科

技创新先行军，20 年来，常州
科教城坚持“经科教联动、产学
研结合、校所企共赢”发展理
念，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全力以赴推进产业科技创新。此
次推出的试点政策，旨在降低企
业创新风险，激发其采用新技
术、新工艺的积极性，同时促进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有效
转移转化，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
的良好生态。

全省首例

常州科教城试点科技成果
“先使用后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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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志伟 记者
史莲寅）记者从伟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旗下苏澳国际供
应链管理 （常州）有限公司
了解到，在近期举行的第十
四届江苏—澳门·葡语国家
工商峰会上，苏澳国际与至
善有限公司 （澳门） 达成合
作，成立苏澳国际供应链
（澳门） 有限公司，进一步
推动苏澳两地合作交流，探
索与葡语国家的贸易往来新
模式。
“这是苏澳国际与澳门

方面继租赁、保理之后，签
署的第三个合作项目。”苏
澳国际负责人周婷婷介绍。
据了解，苏澳国际每年的国
际贸易额达 10 亿元，与澳
门及多个葡语国家保持着密

切往来。“此次与澳门合作
开拓供应链业务，企业希望
以澳门为纽带，增加外贸商
品种类，在长三角区域推广
橄榄油、咖啡、腰果、红酒
等葡语国家特色商品，进一
步打开葡语国家市场的大
门。”周婷婷说。同时，企
业还将加强与中国银行的金
融合作，在跨境人民币使
用、供应链金融等方面开展
深入合作，“希望依托中国
银行全球化优势，助力集团
海内外业务高质量发展。”
伟驰集团董事长王鸣表示。

澳门是江苏最早开展合
作的重要伙伴之一。近年
来，苏澳两地合作不断深
化，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的良好格局。2016 年以

来，我区以项目为抓手，持
续推进苏澳合作，总投资
7.87亿元的苏澳大厦开工建
设；融资租赁、保理业务持
续发展，取得较好效益，明
年将在港交所启动上市流
程；苏港澳高校合作联盟在
西太湖设立实践基地，推动
各方在经贸、金融、科技等
方面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下阶段，我区将继续抢
抓重大发展机遇，贯彻“国
家所需、澳门所长、江苏所
有”理念，结合产业布局，
充分发挥现有合作机制和平
台作用，助推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开展更多元的务实
合作，共同谱写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创新探索苏澳贸易合作新模式

区重点项目———正彦数码智造融合创新中心项目位于
武进绿建区，总用地面积 24.28亩，总投资 3亿元，主要
建设标准化厂房、办公研发用楼等，全部达产后可形成年
产数码打印罐 4000万个的生产能力。目前该项目已封顶，
一期项目预计年内竣工。图为建设现场。 徐晶玮 摄

本报讯 （记者 万峥鸣）
日前，2024 中国医疗器械供应
链生态大会（常州站）在西太湖
科技产业园举行，汇聚行业精
英、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医疗器
械领域新趋势、新技术、新发
展。

高水平医疗器械产业的技术
创新与生态链构建日渐成为行业
关注的焦点。本次大会以“链动
发展 生态共赢”为主题，邀请
170多家重点企业和机构，围绕
全球医疗器械产业发展趋势与展
望、我国高端医疗器械企业创新
发展思考以及生物材料前沿创新

等内容作交流分享。
作为全市高端医疗装备和医

疗器械产业的核心板块，常州西
太湖科技产业园始终把高端医疗
健康产业作为“1号产业”重点
打造。截至目前，共有 300 余
家医疗健康企业，其中有近百家
从事进出口贸易。同时，通过打
造细胞科技港、合成生物岛、常
州市医药产业创新中心等产业社
区，用好“国家医疗器械外贸转
型升级示范基地”“国家医药外
贸转型升级基地”等平台优势，
持续探索医疗器械产业“出海”
新增长。

2024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生态大会
（常州站）在我区举行

———武进区党政代表团赴汉滨区考察交流侧记
□ 记者 黄雅婷

秦巴山间，武进希望小学
书声琅琅，产业项目现场高塔
林立，苏陕协作产业园生产火
热……近 30 年来，武进在产
业、劳务、医疗、教育等领域
对汉滨开展全面帮扶协作。今
年以来，已落实苏陕协作资金
超 2亿元，实施项目 23个。

10 月 24 日，区委副书记、
区长恽淇丞率党政代表团赴汉
滨区考察交流，进一步切实推
动对口协作走深走实，共同谱
写新时代“山海情”。

今年初，占地 500 余亩、
总投资 4.6 亿元、历时 3 年建
设的汉滨区年出栏 10 万头生
猪养殖项目完工，这是苏陕协

作重点产业项目，也是武进与
汉滨重大合作成果。“来自武
进的立华公司将在这里进行国
内领先的生猪养殖，重点发展
智慧养殖。”汉滨区发改局副
局长崔蓉介绍，预计将实现年
产值 2.4 亿元，亩均产值 48万
元。
汉滨区五里工业集中区毛

绒袜业苏陕共建产业园总投资
9.1亿元，一期已投用，二期预
计年底投用。现有 10家织袜及
配套企业落地园区，全部建成
后可容纳纺织袜业及上下游配
套企业 30家。“目前，我们依
托五里工业集中区、城东新区，
聚力打造纺织服装、新型织袜、

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汉滨区
副区长王义清介绍，汉滨正聚
力打造全国中高端袜业基地，
加快建设纺织生态科技产业园、
电子线束产业园、富硒食品产
业园等，希望两地企业加深合
作，助力汉滨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

据了解，1997 年，武进开
始对口帮扶汉滨。2021年新一
轮东西部协作启动，两地携手
谱写新篇。今年，两地共建的
产业园区新增安瑞智造、柏润
袜业、润杰明纺纱等 3家企业，
改造提升车间 8 间，吸纳农村
劳动力就业 600 余人，完成劳
动力转移就业 1319人。

作为苏陕协作种下的第一
棵“幼苗”———汉滨区瀛湖镇
武进希望小学，校内充满了
“武进元素”。“建校以来武进
已捐助了 450余万元。”校长冯
明告诉记者，还有武进各界爱
心人士捐款累计 20余万元，共
帮扶 390名学生。
“组团式”帮扶，既“输血”也

“造血”。2017年起，武进累计
派出 6批 42名教育专家、7 批
59名医疗专家、7批 52名农业
专家前往汉滨开展对口支教、
对口支医、对口支农。近年来，
我区还通过建设消费帮扶馆、
开展汉滨富硒农特产品展销推
介等方式，线上线下齐发力，

在拓宽汉滨农特产品销售渠道、
促进乡村振兴的同时，丰富了
广大群众的“菜篮子”。今年，
我区稳步提升消费帮扶质效，
采购、帮销汉滨农产品超 2500
万元。

武进与汉滨，两地携手结
出累累硕果。截至目前，已有 7
所学校、6 家医院、8 个乡镇、
13 个村开展结对帮扶，华森医
疗、星火协会、春之晖、环太
湖文化城、新奥燃气等民间力
量积极参与，多元力量加速聚
合。展望未来，苏陕协作的蓝
图将更加广阔，苏陕协作版的
“山海情”也将越唱越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