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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数据库 提升共性技术水平2!!!!!!!!!!!!!!!!!!!!!!!!!!!!!!!
    近年，苏州市相城区将先进材料作为

“六大未来产业”之一重点打造，在全国率先
形成了优良完备的产业生态。作为苏州最年

轻、最具潜力和活力的区域之一，截至今年 3

月，相城区已集聚先进材料企业 235?，此

外，金属材料、高分子与化工材料、无机（非
金属）材料也初具规模。

在此基础上，由江苏产研院与苏州市

相城区政府合作共建的长三角先进材料研
究院应运而生，包括任天斌团队所在的有

机功能材料与应用技术研究所、江南高纤、
扬子江新材、罗普斯金等在内，吸纳长三角

区域的材料领域优势研发机构和行业龙头
企业。

“长三角地区在国?重大技术装备上承
担的任务是最多的，所以制造业也是最发达

的。而材料是制造业的重要基础，也就是说

先进材料的应用也是最发达的。”长三角先
进材料研究院副院长程晓农表示。

位于江苏江阴的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

公司做麻绳起?，现在专注于高端钢索产
品，拥有国内首创的 1860MPa直径 7mm锌

铝合金镀层钢丝拉索技术，做出来的钢丝比
头发丝还要细。“上海卢浦大桥、港珠澳大桥

上斜拉桥的拉索材料均来自这?龙头企
业。”程晓农介绍。

但金属钢索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易腐

蚀，二是比重大。龙头企业提出来的需求，其
实就是行业的需求。在接到法尔胜缆索公司

的技术需求后，长三角先进材料研究院便集
聚优质创新资源，和企业联合开发具有比重

小、强度高等特质的碳纤维缆索，现已取得

阶段性成果。

“我们现在拥有的材料大数据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就是建立在共性技术的研发基础

上。”程晓农告诉记者，有了这个大数据库，
企业在购买材料前，就能知道这个材料拥有

什么样的加工性能、能否满足使用需求，“把
我们会做的事情，让大?都会做；我们为整

个装备制造行业提供共性技术供给和公共

平台服务，从而整体提升行业的技术水平”。
如果说长三角先进材料研究院是专业

领域的“微缩版”江苏产研院的话，那么 6月
3日在上海张江成立的长三角国?技术创新

中心，可称为“放大版”的江苏产研院。未来
国创中心将打造长三角科技体制改革试验

田，依托三省一市创新资源集聚、产业基础

牢固、科教力量雄厚的优势，面向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领域，突破关键共

性核心技术，从科技创新角度推动长三角率
先形成内循环。

    投资即风险，每一个科技成果在产业转

换的过程中，都可能隔着一条跨越不了的鸿
沟。如何统筹协调科技、财政资源，合理进行

科技资金投入，实现科技所带来的市场价值
和社会价值？

江苏产研院投资财务部高级业务经理
罗鸿告诉记者，江苏产研院和地方政府对大

部分研发载体的资金投入，基本按照 1:10的

比例去匹配，“但也有少数项目会采取‘拨投
结合’的项目支持机制。”针对有前瞻性、引

领性和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立项前，江苏
产研院探索实行同行尽调评估与立项支持

的模式，以科技项目立项，发挥财政资金在
创新项目中的引导和扶持作用，承担创新项

目研发风险，让团队专心开展研发攻关。
通过这种“拨投结合”的方式，江苏产研

院先期给予项目支持，当研发成果获得市场
化融资时，财政资金按市场价格转变为股权
投资，参照市场化方式进行管理和退

出。“拨投结合”既发挥财政资金对原

始重大创新项目和团队的支持作用，
保障了研发团队早期研发的主导权，

又有效利用市场机制确定

支持强度和获得研发成果收益。

目前，江苏产研院持股“拨投结合”重大
项目 32个，持股比例 2%-10%。同时保留投

入的研发合作资金的权益，参股研究所运营
公司 42?，带动地方投资超 5.2亿元。

2018年 9月，江苏产研院参与的“微小
卫星全固体碘工质射频离子电推进系统”项

目公司———苏州纳飞卫星动力科技有限公

司落地江苏常熟虞山高新区。苏州纳飞公司
孵化于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专业从事微纳

卫星先进推进器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
“如果不是通过拨投结合的方式，我们

在体制内可能要花上四五年的时间，才能完
成 这 个 项
目，在技术

领域就无法

达到全球领先的水平。现在在资金保障的前

提下，通过团队努力，我们仅用了 18个月的
时间就完成了产品。”苏州纳飞公司总经理

蔡勇告诉记者，苏州纳飞公司的全固态碘工
质射频离子电推进系统首台套去年完成研

制，同时在去年 10月 1日交付上海微小卫
星工程中心，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首飞。

据介绍，苏州纳飞公司已完成新一轮的

市场化股权融资，投后估值 1.55亿元。公司
团队持股超 50%，江苏产研院投入的研发合

作资金转股后持股约 8%。
“拨投结合”支持重大技术攻关模式，既

解决了前瞻性、引领性和颠覆性技术创新项
目早起募资的市场失灵问题，保障了团队的

主导权，又以市场化方式来确定项目支持强
度和获得研发成功的收益，同时合理控制项

目研发成本，并最终将技术增值部分赋予项
目团队。目前，江苏产研院以“拨投结合”的

方式，累计实现氮化镓外延片、航空发动机
单晶叶片等近 20 项产业前

瞻性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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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院本部

▲ 江苏产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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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科技体制改革

“试验田”，2013 年 12 月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正式成立，量身打造了一
套新体制：产研院在省政

府组建的理事会领导下
工作，不隶属于任何部

门；院本部不承担具体研

究工作，主要负责科技资
源引进、专业研究所建

设、重大研发项目组织
等；政府不插手具体科研

活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打一个通俗的比方，江苏产研院就是为

科创团队和地方政府（园区）牵线搭桥的专
业“红娘”。“江苏产研院定位为链接科学与

产业、全球创新资源与江苏的‘两个桥梁’。

我们做的是一个产业技术的创新体系和生

态。通过我们这个‘桥梁’，双方谈成了，我们
再做后续工作，同时原则上不会将某一细分

产业在江苏省内重复布局。”江苏产研院院
长助理郜军表示。

在“介绍对象”之前，产研院如何找到优
质的科创团队和资源？2015年起，江苏产研

院以“项目经理制”面向全球选聘一流领军

人才，并与地方政府（园区）、项目经理团队
共建研发载体，推动研发载体落户当地，形

成核心竞争力。
同济大学教授、微谱集团创始人任天斌

长期从事功能粘接涂层材料与生物医用材
料的研发与产业化，“新材料产业发展滞后，

是制约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突出短板，关
键功能材料‘卡脖子’问题一直广泛存在。”

早在多年前，任天斌就希望找到一个能将研
发成果产业化的平台。

任天斌的想法和江苏产研院的定位不

谋而合。2020年 9月，任天斌受聘成为江苏
产研院项目经理，拥有组建研发团队、决定

技术路线、支配使用经费的充分自主权。“这
个制度很人性化，因为从项目经理人向专业

研究所转化的过程，有时要花上一两年的时
间，维持团队的运营是需要时间和资金的。”

在此后的两个月时间内，任天斌通过市

场调研、走访龙头企业、扩大项目团队等方
式，不断完善建所方案。

2020年 12月，任天斌团队和江苏产研
院、苏州高铁新城、苏州产研院共建的有机

功能材料与应用技术研究所正式成立，逐步
搭建了功能薄膜、粘接涂层等核心技术平台

与产业化平台。
截至目前，江苏产研院累计聘请项目经

理 174位，并以才引才，由项目经理聚集
1000余位高层次人才。通过项目经理选聘和

培育，江苏产研院在江苏新建专业研究所 37

个，实施重点项目 32项，高效集聚国际一流

领军人才和原创性技术项目落地。

    长江之畔，紫金山
麓，位于南京市江北新
区的江苏省产业技术
研究院，一张 “研发载
体分布图” 引人注目：

13 座地级市 ，59 家研
发载体， 点击一城，当
地拥有的专业研究所
和研发型企业随即跃
然眼前。

这张小小的地图，

涵盖了包括先进材料、

能源环保、 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
等五大研究领域在内
的 59 个细分产业 ，代
表了江苏产研院在过
去 8 ?不到的时间里，

织起一张引领江苏省
新兴产业发展的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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