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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推出 

  7 月 6 日，财政部、科技部发布《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首个国家级创

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启动。2007 年，中央财政安排 1 亿元资金，专项用于引导基金。 

  引导基金采用 4 种方式支持创业投资：1.阶段参股，即引导基金向创业投资机构参股，并按事先约定

的条件，在一定期限内推出。该方式主要支持设立新的创业投资机构，以扩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投资总

量。2.支持方式是跟进投资。即引导基金与创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于初创期中小企业。该方式主要支持已

经设立的创业投资机构，以降低其投资风险。3.风险补助。即对已投资于初创期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机构

予以一定的补助，增强创业投资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4.投资保障。即创业投资机构挑选出有潜在投资价

值、但有一定风险的初创期中小企业，此时由引导基金对这些企业先期予以资助，同时，由创业投资机构

向这些企业提供无偿的创业辅导；辅导结束后创业投资机构向这些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再给予第

二次补助。该方式主要解决创业投资机构因担心风险，想投而不敢投的问题，对于科技企业孵化器等中小

企业服务机构尤其适用。 

  引导基金不以盈利为目的，通过将部分投资收益让利于投资者或者为投资者提供补助的方式，吸引社

会资金向初创期中小企业投资。这可以不仅使更多的企业收益，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使财政资金的辐射面更

广，从而使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从总体上得到改善。为保障引导基金的规范运作，《办法》还规定，对所

要支持的创业投资机构，在财政部、科技部官方网站上及有关媒体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的再予以支持，

财政部、科技部将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引导基金的整个运作情况进行绩效评价。 

首批科技保险创新试点城市确定 

7 月 20 日，科技部、中国保监会联合举行科技保险创新试点城市备忘录签署仪式。科技部和保监会分

别与北京、天津、重庆、深圳、武汉市政府以及苏州高新区管委会签署《科技保险创新试点合作备忘录》，

上述五市一区正式成为我国第一批科技保险创新试点城市（区）。随后，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

金保险经纪公司分别与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用友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第一份科技保险保

单。备忘录签署仪式是科技界、保险业与地方政府共同开展科技保险发展新模式试点的成功合作，标志着

保险业进入支持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实施的新阶段。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科技部与中国保监会联合下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保险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组织开发了科技保险新险种，并积极创

新科技保险发展新模式，进一步推动保险业服务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科技保险的创新发展得到了有

关部委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保险机构和科技企业积极参与，取得了良好效果。 

  为推动科技保险创新发展，各地方政府认真研究，制定了相关支持政策和措施，并积极向科技部和保

监会申报试点材料。两部门按照有关要求，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经过认真研究和统筹考虑，确定了北京市

等五市一区为第一批试点城市（区）。下一步，将在认真总结第一批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推出第二批

试点城市，稳步扩大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科技保险服务领域。 

科技部举办第三期科技扶贫远程课堂培训 

  7 月 20 日，科技部农村中心举办第三期科技扶贫远程课堂培训。主讲人围绕最近流行的高致病性猪蓝

耳病重点讲解了该病的临床症状、流行特点、诊断和免疫程序，以及防控措施等；围绕当前农村日益增多



的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作了讲解，回答了各种问题。 

  为扩大科技扶贫远程课堂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促进各部委之间的交流，本次培训还邀请中国科协、商

务部、公安部以及各民主党派有关扶贫的负责人参加。 

  自科技扶贫远程课堂正式启动以来，已有 7 位专家围绕农村政策、农业技术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直接为

1500 多名农民朋友和基层技术人员进行了培训，并解答了 100 多个问题。按照科技部农村司和农村中心的

安排，科技扶贫远程课堂将定期在每月的第三个星期五举行，主要围绕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以及农

村医疗卫生知识进行培训。 

中德长江三峡库区可持续生态系统建设关键技术项目启动 

  在中德政府间科技合作框架下，重庆大学、同济大学等单位组成科研团队，与德国以尤里希研究中心

牵头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联盟开展合作项目“长江三峡库区可持续生态系统建设关键技术”。该项目计划对

三峡工程蓄水后库区水环境演变发展趋势及其对库区周边陆域生态影响变迁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基础性

研究，为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优化积累相关的科学数据和基础资料；对三峡库区水环境复合污染控制关键

技术进行研究，为三峡库区的环境和生态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该项目已列入政府间科技合作项

目。 

今年 7 月，在科技部国际合作司的推动下，中德双方有关项目组织和执行单位在重庆召开项目工作会，

双方商定首先围绕水环境领域 5 个方面的专题研究。德方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技术和研究经费的投入。 

中蒙技术转移中心揭牌 

7 月 18 日，内蒙古科技厅与蒙古国科技基金委员会共同建立的中蒙技术转移中心在乌兰巴托揭牌，这

是我国在蒙古建立的首家技术转移中心。期间，中蒙双方还签署《中蒙政府间 2008～2010 年科技合作计

划》及《中蒙科技合作联委会纲要》，并开通了中蒙科技合作网。  

  目前，内蒙古与蒙古国开展了 30 多个科技项目的合作研究，涉及新能源、草原畜牧业、生态环境、

蒙医蒙药、种植业、农畜产品深加工、计算机信息处理等多个重点领域。中蒙技术转移中心成立后，将建

立两国间科技合作长效机制，以技术转移、合作交流等方式，将我国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与蒙古国的

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两国科技合作。 

我科学家发现调节人体炎症反应新机制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耿建国研究组历时 4 年研究发现，在机体炎

症反应中，PSGL-1 蛋白和 Naf1 蛋白的相互结合在白细胞的活化中起重要作用，特异性阻断二者的结合能

抑制白细胞活化，从而显著抑制炎症反应。7 月 16 日，《自然免疫》期刊网络版发表了该研究成果。 

  该研究组发现，机体发生炎症反应时，PSGL-1 蛋白可以通过 Naf1 蛋白传递活化信号，造成白细胞的

活化。进一步的动物模型研究发现，阻断 PSGL-1 与 Naf1 的结合可以显著抑制活化的白细胞在内皮细胞上

的黏附，进而减弱白细胞向炎症部位的渗出，抑制炎症反应。  

  白细胞对炎症信号的反应活跃与否，就好比手机在通话时信号是否通畅。现在，阻断 PSGL-1 与 Naf1

的结合，就等于把手机移到了一个信号相对微弱的地方，从而有效抑制白细胞的过度活跃，减弱炎症反应。

这在预防和治疗炎症性疾病领域有重大研究意义。 

我科学家发现新型催化剂制备途径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孙世刚教授带领的团队经过与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王中林教授等人的合作，近



日研发出能够控制纳米晶体的表面结构和生长的新型电化学方法，合成了 24 面体铂纳米晶体。  

  24 面体是铂纳米晶体的一种比较罕见的结晶方式，其表面为高指数晶面结构，这种晶体结构能提高催

化剂的活性和稳定性，其催化活性是目前商业铂纳米催化剂的 2～4 倍，能提高催化效率并延长使用寿命。 

新型制备方法的诞生为铂纳米材料催化剂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也显示了其在燃料电池、石油化工、

汽车尾气净化等领域的重大应用价值。 

我利用新能源“干空气能”获重要突破 

由清华大学和新疆绿色使者空气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干空气能间接蒸发冷水机近日通过验

收。专家认为，此举标志我国在利用“干空气能”方面获得重要突破。  

  专家组经实地考察认为，以“干空气能”作为驱动能源的间接蒸发冷却空调系统，较传统的空调可节

能约 70％，且由于不断输送新鲜空气，因此不存在传统空调所引发的室内污染问题。在乌鲁木齐、石河子、

阿克苏等地的设备运行数据显示，“干空气”空调机组可以将大型建筑的室内温度控制在 22℃～28℃之

间。“干空气能”间接蒸发冷却空调系统目前已在新疆等地推广应用近 100 万平方米。  

高科技揭开六味地黄丸神奇“面纱”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王喜军教授带领课题组成功对六味地黄丸的药效物质基础及复方配伍机理进行了

揭示，分离和鉴定了其后 11 个血中成分，确定了这些成分在体内的吸收、分布和消除状况。  

  课题组利用中药血清药物化学方法，成功揭示了古方六味地黄丸的药效物质基础变化与配伍、药效学

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鉴定出口服六味地黄丸后 11 个血中成分及其生药来源，其中4 个为代谢产物，

这中间的 1 号成分 5-HMFA 是由地黄、泽泻、山茱萸三味中药共同作用而产生的新的代谢产物，有很好的

补肾及改善血液流变学的功能。1 号成分及 9 号成分丹皮酚可使肾虚模型动物的体重、心率、胸腺和脾脏

重量指数、血清、血浆黏度等 11 项指标回调，表现出明显的补肾功效。这些结果充分体现了配伍的科学

意义。  

世界功率最大联合循环发电机组投产 

7 月 19 日，鞍钢具有节能、环保、发电多重功能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 CCPP 工程投产。该

发电机组是目前世界功率最大、最先进的燃烧低热值高炉煤气的联合循环发电机组，机组以高炉煤气和焦

炉煤气为燃料，在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中发电。通过 CCPP 对高炉煤气的回收利用，既可减少高

炉煤气的放散、降低能源损失、减轻大气环境污染，又能利用此装置较高的热电效率获得大量的电能，每

小时最大发电量可达 30 万千瓦时，年发电量达 20 亿千瓦时以上，比同等水平的热电厂年可节约标准煤 70

万吨以上。具有整体循环效率高、对环境污染极小、单位投资较低、调峰性能好、启停快捷、占地少、耗

水量少、建厂周期短、自动化程度高、运行人员少等优点，是一个二次能源利用的绿色、环保型工程。  

我研制出系列燃料电池车 

在科技部的支持下，我国燃料电池车取得长足进展，已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燃料电池大客车、

小轿车、自行车和助力车等。据介绍，我国最新的燃料电池大客车造价为 300 万元人民币，不到国外同类

产品价格的 1/5；去年在巴黎举行的“清洁能源汽车挑战赛”中，我国自行研制的“超越 3 号”氢燃料电

池小轿车取得 4“A”、1“B”的优异成绩，完成了 120 公里的拉力赛；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国自

制的燃料电池汽车将参与服务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