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行主编：刘国新 责任编辑：白莲 版式策划：卓娜 制图：安宁 2017年4月25日 星期二 邮箱：23051825@qq.com

科技
15

□本报记者 柴思源

1套桌椅，1台电脑，1个放满文献的书柜，郭
仁拥的办公室布置简单。十几平米的空间里，一
半留给了交通锥、白板等各种实验工具。提及科
研工作，郭仁拥的眼里闪着光芒：“做行人和城市
交通的基础研究，少不了大量的实验和数据分
析，虽然每天和文献数据打交道很枯燥，但绞尽
脑汁后获得突破的快感真是难以言喻。”

2009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毕业来到
内蒙古大学计算机学院任教，2012年入选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3年入选内
蒙古“草原英才”，2014年获得内蒙古自然科学
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15年获内蒙古大学优秀
青年教师奖，2016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实现了我区该人才项目零的
突破……今年37岁的郭仁拥不仅是学霸，而且
还开了挂，无论是科研还是教学都顺风顺水。

黑框眼镜、连帽衫、休闲裤，郭仁拥这一身行
头，让他掉在学生堆里分辨不出，再背上那个与
他年龄并不相符的大书包，让人脑子里立马浮现
出“理工男”3个字。“我这书包可是随时携带，装
着教学课本还有文献，有空了就拿出来看看。”郭
仁拥说，做科研的过程就像修炼一门武功绝学，
要沉下心钻研。

郭仁拥是一个花更多时间钻研又很幸运地
得到名师指点的人。读博期间，郭仁拥的导师让
学生们广泛了解不同课题，选择最感兴趣的主题
分支充分投入。偶然听到的一场关于行人交通的
报告，激发了郭仁拥浓厚的兴趣，他说：“随着人口
数量增加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车辆运输的能源消

耗增大，步行在发展可持续的交通运输中的角色
会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到人流密集场所或者进行
人员较多的活动，若不能选择合适的路线，可能使
得许多个体聚集在少数路径上，导致低效率的疏
散，甚至引起踩踏等意外事故。”

那时，自认为研究水平还不错的郭仁拥立刻
便围绕行人交通写了一篇论文交给导师指点。
一段时间后收到导师回复的郭仁拥傻了眼——
几乎全文都变成了被修改过的红色字体，甚至看
不出自己原文的痕迹。

“当时太自以为是，其实自己的想法缺乏深度，
必须广泛阅读文献拓宽视野，而且科研本身是个漫
长的过程，不可能一两个月就能写出好论文。”郭仁
拥笑着说，到现在，他保持着每天至少阅读文献3
小时的习惯，并且不定期去香港等地学习。

近几年，郭仁拥在行人和城市交通的基础研

究领域取得了不少学术性突破，例如在不同可见
度环境下的行人疏散研究中，他发现在可见度受
影响且具有内部障碍物环境中，行人仍然是基于
路径距离来选择移动路线；与正常可见度环境相
比较，更多数量的行人表现出跟随行为，且行人
移动效率降低大约一半。这些研究结果,对可见
度受影响下的疏散策略制定、建筑物内部布局以
及出口设计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除了埋头做科研，郭仁拥也在积极从事教学工
作。科研和教学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有很多科研问
题其实都是在教学中发现，而且就像武侠小说中传
授武功秘籍，科研的方法和成果同样需要传承。在
大多数人看来略显枯燥的概率论、运筹学等专业课
本，在郭仁拥眼里却是常读常新，“有些概念其实并
非只有课本中一种阐述方式，通过深入消化理解后，
就能找出更利于学生理解的呈现方式。”郭仁拥说。

“理工男”郭仁拥的科研秘籍

无论工作还是学习，人与人之间
总是有着差距，而人们往往将这些差
距归结于智商的差异。有的人认为，
智商是由基因这种先天因素决定的，
而另有人认为，智商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后天因素决定的，毕竟勤能补拙。
那么，人的智商到底是先天形成还是
后天培养的呢？控制智商的因素又有
哪些？

智商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培养？
对于智商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培

养的这个问题，其实科学界已经有一
些结论。据中国日报网报道，此前已
有研究指出人类 75%的智商是由基
因决定，而剩余的25%受家庭、朋友、
生长环境等后天因素的影响。2015
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科学家首次确认
人类大脑中两个与智商有关联的特定
基因簇，新华网对这两大基因簇进行
较为详细的描述，它们分别被称为
M1和M3。每个基因簇都是由数百
个相互关联的基因组成，这些基因共
同对人的认知、记忆、注意力和推理等
与智商相关的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参
与研究的帝国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家迈
克尔·约翰逊表示，未来有可能通过调
节与人类智商有关基因簇来改变人的
智商，但目前这只是在理论上具有可
行性，也就是说，在未来，通过调节基
因可能会使自己变得更聪明。

（张茜）

“大聪明”还是“小笨蛋”
得看基因“站”哪边

今年 4 月 26 日是第 17
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全国知
识产权宣传周活动主题是

“创新创造改变生活，知识产
权竞争未来”。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知识
产权的角色正在发生新的变
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越来
越新颖的作用，和企业、个人
的生产生活更加密切相关。
目前，自治区正在全力推进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扶持创新
主体发展壮大，我区从2011
年正式启动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工作，为科技型企业创新发
展开启了新模式。

知识产权将为创新创业
发挥更大的支撑和保障作
用，为自治区经济发展再上
新台阶增添新动能。

——编者

“十二五”期间，全区专利申请
总量为30196件，其中发明8872件，
占比 29.38%；实用新型 16984件，占
比 56.25%；外观设计 4340 件，占比
14.37%；专利授权总量为 18741 件，
其中发明 2738 件，占比 14.61%；实
用新型 12474件，占比 66.56%；外观
设计3529件，占比18.83%。

从专利申请的主体来看，“十二
五”期间，全区专利申请总量中，企
业占 41.03%，大专院校占 9.08%，机
关团体占0.59%，科研机构占3.49%，
个人申请占45.81%。从专利授权情
况看，企业占 44.31%，大专院校占
7.93%，机关团体占0.76%，科研机构
占2.97%，个人占44.02%。

“十二五”期间，我区各盟市3种
专利申请排名中，呼和浩特市以
9059 件居榜首，包头、鄂尔多斯、赤
峰 3 市分别以 8140 件 、3270 件和
2865 件位列第 2、3 和 4 位；通辽市、
呼伦贝尔市、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
市、锡林郭勒、乌海市、兴安盟、阿拉
善盟列第5-12位。在3种专利授权
量排名中，呼和浩特市以 5884件的
成绩继续领跑，包头市与鄂尔多斯
市紧随其后。从各盟市排名可以看
出，呼包鄂地区以丰富的科技、教
育、文化资源和较发达的经济基础，
支撑其专利申请和授权量继续领跑
全区，3个城市的总申请量为 20469
件 ，占 到 了 全 区 总 申 请 量 的
67.79%。东部盟市如通辽、赤峰市
近几年创新能力突显，专利申请数
量大幅提升，知识产权工作呈现出
较快发展态势，其它盟市还需进一
步优化创新环境，逐步提高专利申
请的数量与质量。

“十二五”期间，自治区财政下
达“自治区专利转化及知识产权平
台建设”项目总计 152个，其中重点
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工程 98个，创新
平台载体建设工程 54个，项目总经
费投入 13918 万元，其中自治区拨
款2960万元，自筹资金10958万元、
金融贷款 470万元。自治区专利转
化及知识产权平台建设项目至今共
发表论文及著作 31篇，获得发明专
利20件，获国家及省部级奖励2项，
人才培养2820人，制定标准6个，项
目新增产值30909万元。

（自治区科技厅提供）

数字话知识产权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多亏有了促进科技型企业知识产
权质押融资项目，让我们科技型企业融
资有了底气！”4月20日，内蒙古玛雅智
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崔占生对记者
说。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是一种区别于
传统的以不动产作为抵押物向金融机
构申请贷款的新型融资方式，企业或个
人可以将自己合法拥有的专利权、商标
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作为质押物，向
银行申请融资贷款。目前，国内不少发
达省区都已开展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工作，通过政策引导、设立知识
产权质押金融产品、建设风险防控体
系、扶持专业服务中介机构发展等创新
举措，促进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的
有效开展，有效解决了中小型科技企业
融资渠道不畅、融资难的问题。

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有了盘活的资本

我区从2011年正式启动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工作，乌海市是自治区首家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城市。在乌海市
科技局的扶持下，经国家专业资产评估
事务所评估后，乌海市彤阳能源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成功获得知识产权质押贷
款，成为自治区首家成功实施知识产权
质押贷款的企业。

该公司是一家以废轮胎、废塑料、
废机油、废生活垃圾为原料，生产生物
制柴油和工业炭黑为主要产品的企
业。公司的“锅炉烟尘脱硫强力雾化处
理设备”“一种利用废橡胶、废塑料炼油
的除渣方法”“一种带有活结的旋转式
废橡胶、废塑料炼油处理器”3项专利技
术，改变了原来技术落后、环境污染严
重的原始冶炼方法，极大提高了废品出
油率和原料利用率，减轻了工人劳动强
度，从而改善了炼油投资成本。“有了融
资渠道，我们中小企业就有了盘活的资
本。”该公司负责人感叹道。现在，该公
司达到年处理废旧物品75万吨，年产生
物柴油6万吨、废旧钢丝3万吨、再生炭
黑1.5万吨。

“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有效解决
了我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企
业融资难的问题，加速推进技术含量
高、市场前景好的知识产权产业化，对
全市经济、科技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
和支撑作用。”乌海市科技局知识产权
科相关人员对记者说。

在知识产权、金融管理部门共同努

力下，乌海市先后制定了《知识产权质
押贷款贴息管理暂行办法》和《信用担
保机构开展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资产质
押融资业务的暂行办法》等政策文件，
并协调乌海银行等金融部门开发出多
款知识产权质押产品，五湖泵业、彤阳
能源、金米兰服装等4家中小企业通过
质押知识产权成功获得贷款融资，融资
总额近2000万元。

金融机构：提高知识产权
在发放贷款时的权重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知识产权局）
与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合作实施的促
进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项目
有了新进展，中国农机院呼和浩特分
院知识产权质押项目进入落地实施阶
段，预计将于 4 月中下旬实现贷款投
放。此次合作，打破了科技型企业由
于抵押物不足而造成融资难的困境，
把知识产权纳入风险缓释的范畴。该
项目将作为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的试
点项目，在业务获批后向全区进行示
范性推广，为科技型企业与金融机构
今后的深度合作开启新模式。

中国农机院呼和浩特分院是内蒙
古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此次申
请流动资金期限1年，将用于企业研发、
生产、经营等项目支出。该院推进项目
采取了房产抵押与知识产权质押组合
担保的方式，房屋建筑物抵押贷款为
900万元，占比60%；三项知识产权评估
价值达600万元，占比达到40%。银行
贷款拨放后，自治区科技厅(知识产权
局)还将对中国农机院呼和浩特分院知
识产权专利评估费用给予相应补贴。

2015年 4月3日，国家知识产权局
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知识产权金融服
务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为贯彻
落实《意见》精神，自治区科技厅（知识
产权局）起草了《内蒙古自治区推进知
识产权金融服务工作实施方案》。以专
利权质押贷款为着力点，自治区科技金
融工作和知识产权金融工作形成了融
合推进的局面。自治区科技厅（知识产
权局）分别与中国银行、国家开发银行、
内蒙古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
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内蒙古分行等合作
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同时，自
治区科技厅（知识产权局）开展了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情况调查，全面摸底企业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需求；在乌海组织
召开了自治区知识产权金融工作会议，
总结经验、交流研讨，在各盟市全面推
进知识产权金融工作；与金融机构、中
介、企业召开座谈会、对接会，有力地促

进了质押融资工作的开展。
据了解，2016年，自治区科技厅（知

识产权局）已先后与中国银行、兴业银
行、内蒙古银行等6家金融机构签署意
向书，在 1000家企业中开展了融资需
求调查，举办银企对接活动4次，累计实
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30.74亿元。

“随着质押融资工作的深入开展，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专利、商标等知
识产权资产作为质押物向银行申请融
资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也逐步开始提
高知识产权在发放贷款时的权重。”自
治区科技厅（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管
理处副处长王志强说，目前，自治区科
技厅（知识产权局）正积极协调有关部
门，推动设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
偿基金，希望通过设立基金，降低金融
机构放贷风险，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参
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活动。

知识产权局：完善政策体
系，解除企业的后顾之忧

2011年，自治区科技厅（知识产权
局）联合有关部门出台了《内蒙古自治
区关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的若干意
见》。当年 12月 14日，自治区科技厅
（知识产权局）在包头组织召开“内蒙
古自治区科技金融结合工作推进会暨
包头国家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
技金融结合试点启动仪式”，正式在全
区范围内开展科技金融工作。2013
年，包头稀土高新区科技创业服务中
心与中信银行包头分行合作，根据科
技型中小微型企业的特点，以 4 家科
技含量高、经营情况好的企业作为试
点，以知识产权为质押物，由中信银行
包头分行为其分别提供 1000 万元的
融资贷款，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2016年末，呼和浩特市知识产权局
面向全市155家重点企业发放《企业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需求调查表》，以问卷
的形式对企业专利信息、其他知识产权
信息、财务信息和知识产权融资意向进
行摸底调查，标志着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工作在首府正式启动。

“此次调查的目的是充分了解呼和
浩特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基础条件，
统计具体需求，为下一步组织银企对
接，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奠定基
础。”呼和浩特市科技局副局长、知识产
权局局长聂向东说。

据了解，自治区科技厅（知识产权
局）将进一步创新机制，完善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的政策体系，通过贴息、补偿
评估费用等方式，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
本，解除企业的后顾之忧。

“五化”协同
创新驱动

科技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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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兰屯市获批
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县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文确定
了新一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传
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示范、试点县名
单，扎兰屯市正式获批成为“国家知识
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县”。

近年来，扎兰屯市把知识产权工
作做为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内容，积
极完善管理和服务体系，加大知识产
权工作宣传培训，增强知识产权保护
意识，加快专利成果转化运用，知识产
权工作水平得到大幅提高，为县域经
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动力。

（呼伦贝尔市科技局）

我区2家企业荣登
中国企业创新能力千强榜

4月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
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和经济学院联合
主办的“《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百千万排
行榜（2017）》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
学举行。在全国8万多家高新技术企
业中，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脱
颖而出，荣登中国企业创新能力1000
强榜单。

来自科技部火炬统计调查信息系
统数据显示：2016年，内蒙古第一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共拥有有效专利339
项，其中发明专利152项。当年发表
科技论文34篇，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
6项，获得国家科技奖励1项，全年新
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432500万元；内
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共拥有
有效专利 295 项，其中发明专利 87
项。当年发表科技论文35篇，获得软
件著作权2项，全年新产品实现产值
186391万元、销售收入165804.60万
元。 （张沛 赵英）

锡盟蒙中跻身全国中小学
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

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按照《深
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
（2014—2020 年）》关于建立若干知
识产权宣传教育示范学校的要求，开
展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
评定工作。经评审，确定锡林郭勒盟
蒙中为第二批“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
教育试点学校”的 30所学校之一 。

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加大青少
年知识产权教育和意识培养工作力度，
是党中央国务院对知识产权工作提出
的明确要求，内蒙古知识产权局不断探
索知识产权教育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
法，除在学校开设知识产权示范课外，
还结合自治区特色，将知识产权教育贯
穿在不同形式的活动中，真正让知识产
权意识深入学生心中。

（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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