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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总窗口以财政资金设立秦创原春种基金，定

向引导并重点扶持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三项

改革”种子项目落地，有效破解“技术成果转化

难”“政府基金投资难”“投资流程长”“企业

落地慢”等难题。截至目前，春种基金累计完成

253家公司出资、出资金额达2.36亿元。

海司诺维科技是中国最早成立纳米抗体研究

平台之一，由西安交通大学教授作为技术骨干领

衔，致力于肿瘤、免疫疾病等前沿方向的纳米抗

体诊断和治疗生物医药研发。春种基金团队与该

项目团队搭建起沟通对接桥梁，充分发挥国有资

产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的支持作用，落实成果

转化“三项改革”，创新性地提出“知识产权所

有权人授权成果完成人以自主实施的方式许可使

用知识产权，春种基金即可出资”的模式。授权

模式避免了关于知识产权所有权、使用权、处置

权和收益权的复杂的确权过程，快速实现高校团

队种子项目的科技成果转化。春种基金团队积极

协助该项目团队在短时间内设立陕西海司诺维科

技有限公司，并完成100万元秦创原春种基金投

资，助力种子项目走出高校实验室，踏出科技成

果转化坚实一步。完成投资后，春种基金投资经

理帮助海司诺维科技梳理业务、对接多家投资机

构，协助公司进行一轮轮沟通协调，海司诺维获

得知名天使投资人天使轮融资，目前估值已超过1

亿元。

三是充足的科创载体保障项目扎根总窗口。

布局了十大特色产业园区，涉及人工智能、数字

经济等多个领域。规划建设了93个载体，2217万

平方米，已累计建成投用934万平方米。总窗口通

过“筑巢引凤”，用多类别、多层次、多元化的

科创载体，为“三项改革”项目落地在总窗口提

供了充足的空间保障。

强化投后跟踪，创新科创企业“服务”

总窗口以“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多措并举惠

企纾困”为工作方针，着力搭平台、优服务，将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的“种子、树苗”悉心培育成

高质量发展的“参天大树”。

一是延伸线下科创服务触角。为集聚全链条

科技创新要素，实现总窗口科创服务全覆盖，搭

建了“1+5+N”科创服务体系，将秦创原综合服

务中心的科创服务下沉，建立新区、各新城、产

业园区的三级服务体系，对总窗口“三项改革”

落地转化企业开展“滴管”式赋能。目前，已建

成5个新城中心和17个园区“秦创小站”，让科技

成果转化企业“足不出园”就可享受到专业化、

管家式、陪伴式科创服务。

二是线上实现科创服务联动。升级优化秦创

原综合服务平台，作为全省科创服务总入口，面

向全省科技创新企业及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提供一

站式线上服务。秦创原综合服务平台集成“成果

转化、科技金融、政策服务、协同赋能、资源贡

献、商事服务”等多个模块，为企业提供便捷的

服务平台。“政策服务模块”汇集了省市新区各

类秦创原支持政策，可直接实现线上查询、线上

申报、线上审批、线上兑现。上线的“秦创贷”

模块，整合了长安银行、秦农银行等16家银行的

科技企业金融产品，直接推动至企业，为由“三

项改革”而成立的初创型科技企业贷款提供了极

大便利。

三 是 一 线 服 务 助 企 业 纾 困 解 难 。 始 终 坚 持

“一线工作法”理念，服务团队在一线，需求解

决 在 一 线 ， 工 作 职 责 在 一 线 ， 为 总 窗 口 科 技 成

果转化企业提供“管家式”陪伴，实现覆盖无遗

漏。联合工商财税、金融机构、行政审批等部门

组成入企服务团，针对“三项改革”科转企业初

创 期 特 点 和 最 迫 切 的 需 求 ， 设 政 策 、 人 才 、 金

融、辅导、政务等服务组，一对一上门为企业服

务，通过入企走访，累计挖掘企业需求超800项，

需求解决率达到92%。

西 安 理 工 大 学 青 年 教 师 米 天 健 在 总 窗 口 创

立了陕西金信天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公司重点

针对军工产品从事复杂异型零部件的超精密整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