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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科技改变未来武汉市第十一期科技创业投

资沙龙在工科院孵化器顺利举行

7 月 28 日下午，由武汉市科学技术局主办，武汉市企业科技创新服务

中心、武汉市工科院科技园孵化器有限公司承办，武汉市工科众智创业服务

有限公司、武汉市工科融智创业服务有限公司协办的 2022 年“人工智能 科

技改变未来”武汉市第十一期科技创业投资沙龙活动在武汉市工科院科创空

间举行。

“人工智能 科技改变未来”武汉市第十一期科技创业投资沙龙活动 武汉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峰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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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峰，武汉市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

长陈铭恩，武汉市科技局科技金融与财务处二级调研员杨敏华，武汉市科技

局企业中心副主任祝志华，武汉市工科院科技园孵化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婷

竹等出席活动。

“我们希望通过各种活动，提高企业投融资需求与社会资本供给契合度，

有效促进双向选择。沙龙的形式更灵活，更适合小型化、专业化和精准化。

今天，我们邀请各领域专家，对企业展开针对性辅导、做诊断，帮助科技创

业者梳理资本意识，让他们在投资路上走得更便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赵峰表示，目前，全市 27个孵化载体都设立了科技金融工作站和线下首贷服

务站，形成科技服务网络，风险投资与普惠贷款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覆盖面

和渗透率正在不断提高；构建企业和金融服务的对接桥梁。

来自武汉仕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可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武汉要

图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塞伯坦机器人有限公司《智能识别与翻页打印自助服

务终端》、《数字社区服务平台》、《态势标绘及分发系统》、《数字孪生

智能巡检》等 4 个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项目先后进行路演。

武汉仕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智能识别与翻页打印自助服务终端》 武汉可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数字社区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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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要图科技有限公司——《态势标绘及分发系统》 武汉塞伯坦机器人有限公司——《数字孪生智能巡检》

来自浦发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零度资本投资、魔投谭企业管理、

点亮创业投资、楚天高速投资等多家投融资机构、金融机构及行业专家代表

们济济一堂，与科创企业代表展开充分交流，洽谈投融资合作意向，碰撞智

慧火花。

围绕行业洞察、市场需求分析、产业赋能、创新应用场景、知识产权保

护等方向，陈刚、王会敏、谭伟、金兵、魏迅、丁锋等行业专家对企业路演

项目进行了精彩点评。向路演项目和出席现场的优质企业代表纷纷抛出橄榄

枝。

本次科技创业投资沙龙活动以“人工智能 科技改变未来”为主题，是武

汉市科技局 2022 年落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金融改革创新的实

施意见》，促进科技金融赋能科技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工科院孵化器科技

金融工作站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旨在让企业与科技金融携手，不断拓展投资

融合发展通道，集聚创新资源，拢聚创新成果，不断提供企业发展需要的跨

界资源整合、投融资对接的深度服务，助力企业创新发展，推动辖区企业高

质量发展。（院孵化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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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创新活力

江岸区科技创新惠企政策培训活动顺利举行

7 月 21 日上午，由武汉市科学技术局指导，江岸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

化局主办，区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区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武汉市工

科院科技园孵化器承办的科技创新惠企政策培训活动在工科院科创空间举行

“如今，科技成果转化已然

成为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深度

融合的关键环节。”区科经局副

局长黄浪致辞表示，本次活动旨

在扩大科技创新惠企政策的受

惠面，充分调动企业科技创新、

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希望通过此次培训，有效激发企

业积极地投入到自主创新活动中，增强科技创新意识，重视科技创新工作，

加大企业创新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工作快速发展，

促进全区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技术合同应当有利

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科学

技术的进步，促进科学技术

成果的研发、转化、应用和

推广。”市科技局成果处二

级调研员杜星球围绕技术

合同签订及税收优惠政策



5

向全区孵化器、众创空间入孵企业企业负责人等进行宣讲，他表示，技术合

同认定登记在科技成果转化的环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使技术交易供需

双方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技术交易政策环境。

“为加快推进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武汉出台了相

关政策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杜星球介

绍相关优惠政策是表示，科技成果转化后，相关机构可在科技成果转化净收

入中按照不低于 10%的比例提取资金，用于机构能力建设和人员奖励。他还

说，为鼓励企业吸纳在汉高校、科研院所技术，对上年度委托开发和受让技

术实现技术交易额达到 50万元及以上的，按照技术交易额的 10%给予补贴，

每年每家企业最高补贴 100 万元。

参加培训的相关代表表示，本次培训让大家充分了解技术合同的重要性、

熟悉相关优惠政策以及办理程序，有了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大家更有动力了，

发展科技创新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

工科院孵化器今后在创新创业载体建设上面继续开拓创新，进一步加强

基地建设，培育创新主体，完善创新服务，提升基地运营水平和服务机制，

打造特色孵化基地，帮助政府提高就业创业政策知晓度，使就业创业政策惠

及更多群体和企业，有效推进企业做大做强，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院孵化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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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创新方法进园区系列

——工科院专场培训成功举办

2022 年 7 月 19 日上午，由

武汉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主办，

武汉市工科院科技园孵化器有

限公司承办的创新方法进园区

系列——工科院专场培训活动

成功举办。此次活动既是“下基

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的具体

实践，也是助力武汉打造国家创新中心城市的有力举措。

武汉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负责人刘斌、湖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

邓援超、武汉市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办公室主任李黎、武汉市工科院科技园

孵化器有限公司总经理魏瑶出席培训会。来自武汉市工科院科技园孵化器的

近三十家企业技术人员参加培训。

培训会上，创服中心主任刘

斌、工科院办公室主任李黎代表

双方签订了创新方法推广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围绕 TRIZ 创新方

法的培训及推广开展系列活动，

共同联系企业创新需求，加强培

训成果转化，推动创新方法在科

技园孵化器企业的应用推广，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及时加强创新

方法典型案例的挖掘和总结，广泛交流、展示企业创新的重要成果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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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带动孵化器企业开展创新方法应用工作。

刘斌表示，自主创新，方法先行，TRIZ 创新方法在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开

赛以来，得到了一次次的验证，武汉市多家企业参赛并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而在好成绩的背后，是企业通过学习创新方法，营造科技创新氛围，带来解

决疑难问题、技术攻关能力的大幅度提升。我们希望通过创新方法进园区活

动，扩大创新方法影响力，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助推武汉市创建全国科

技创新中心城市。

湖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邓援超在授课时表示，妨碍人们创新的

因素通常有三种，有限的知识领域、心理惯性、尝试错误法，这些缺点限制

了人们的创新能力，因而降低产生高质量解决方法的可能性。通过创新方法

的学习，能够克服这些不利因素，提升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

据悉，这是 2022 年创新方法进园区系列活动的第二场专场培训。武汉市

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今年将开展进企业、进园区、进校园，单独办、联合办、

专题办、系列办、巡回办、网上办的三进六办创新方法推广活动，为服务企

业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助推武汉市建设全国创新中心城市添砖加瓦。

（院孵化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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