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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当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是国
家赋予长三角的使命。如何探索科创人才多
元化培养路径，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实现产业
教育“双向奔赴”？

不久前，来自近  所海内外高校的  名
泛材料领域学生，在位于苏州的长三角先进
材料研究院，参与了由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举办的“    集萃未来领袖特训营”。
长三角国创中心是国家科技部批复、上海长
三角技术创新研究院牵头，联合江苏、浙江和
安徽相关机构共建的综合类国家级技术创新
平台。

在特训营收官之际，记者实地探访，和授
课老师、“Z世代”营员们、班主任聊了聊这次
特别的长三角科创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思维引导
模拟创业匹配社会期望

早上9时不到，同济大学材

料学院教授任天斌来到长三角

先进材料研究院，准备开启新

一天《硬科技的创新创业与模拟

训练》的课程指导。任天斌是

特训营邀请的授课专家之一，

早上9时至下午5时是他的授课

时间。

在长三角地区拥有20余年

高校任教经验和创业经验的任

天斌就是个产教深度融合的践

行者。他既是同济大学的教授、

博导，也是集萃有机功能材料所

所长，还是上海普力通新材料有

限公司董事长。

普力通新材料与同济大学

建立了长期的产学研合作，拥有

研发、生产、销售特种材料的经

验，为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

5G、消费电子等先进制造产业提

供重要零部件关键功能辅材、工

艺辅材以及技术方案。

任天斌深知产教融合在新

材料领域的重要性：“先进材料

在许多产品成本中占比不高，但

往往决定了下游产品性能的好

坏，在高端材料领域更是赢者通

吃。”正因如此，任天斌对高校

人才的培养有更深的理解，在他

的课堂上，并非只是简单地传授

知识，而是更注重对学生的思维

引导。

“企业需要能商品化的产

品，而高校能提供的大部分是

实验室样品或者产品原型，两

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在任

天斌看来，如今的大学教育，更

注重学生书本知识的讲授，学生

解决工程问题的实践能力相对

较弱，有的工科专业，甚至出

现“理科化”倾向。“比如我们

学材料的，本来需要去解决企

业的问题，但现在很多材料专业

的学生，读研究生后只是跟着老

师做课题、发文章。到企业面对

设备、生产、工艺时，往往束手无

策，短时间很难达到企业的要

求。”

在他的课堂上，学生需要模

拟创新技术转化为企业需求的

整个流程。从定义产品、匹配技

术、验证产品化和商品化、科创

商业模式的设计与搭建，到新产

品的市场推广和营销，学生们每

一次对课题的完善，被任天斌称

为“版本迭代”。

在特训营，35名营员分别进

行了6个创业项目的实战模拟，

包括基于纳米薄膜制备技术装

置、自愈合材料开发及应用、

微生物自修复混凝土、三维成

像透射电子显微镜等。任天斌

根据不同项目特性给予指导和

点评。四周来，他见证了学生们

从最初的手忙脚乱，到创业项

目初具雏形：“在特训营的培

养模式下，我们的学生会越来

越符合社会的期望。”

“创业”种子
求同存异实现成长蜕变

“可能我们距离真正的创业

还非常遥远，但这次特训营的经

历，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创业’

的种子。”结营当天，重庆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博二研究

生田野，代表“扬帆起航”组完成

了关于《微生物自修复混凝土》

的创业项目汇报。经过四周的

特训营生活，田野对传统的“夏

令营”有了新的认识。

求学期间，田野更专注于学

术研究。他在特训营最大的收

获，是发现了科研之外的职业规

划方向：“先进光电所、长三角太

阳能光伏技术创新中心、长三角

碳纤维及复合材料技术创新中

心等研发载体专家的经验给了

我灵感。也许未来，我也有机会

带着自己的科研成果，尝试创业

这条路。”

同样收获满满的还有来自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准硕士研

究生赵天宇。他所在的“极个

别”组既有本科生，也有硕博研

究生，大家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

度不一致：“定课题时，我们每个

人都有想做的项目，介绍自己的

想法时容易发生争执。在前期，

连制作PPT都完成得非常困难。”

为了让每个人充分发挥各

自优势，组员都被安排模拟董事

长、技术总监、市场总监等角

色。“我们设计的应用场景是汽

车的燃油喷嘴。正好组里有人

学的是车辆工程专业，借助他的

专业优势，我们得以顺利完成了

长安汽车的企业调研工作。”赵

天宇说道。

为了同一个目标，组员们在

反复磨合中逐渐有了默契。课

业之余，大家一起讨论课题到凌

晨一两点更是常事。“在最后定

稿前，任天斌老师指出我们项目

的产品定义存在很大问题。当

晚，我们汇总思路，重新修改制

作了80%的内容，最后顺利呈现

了我们的汇报内容。”

除了调研长三角地区顶级

研发载体和科创企业外，特训营

还专门安排了参观上海金泽工

艺社和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的

活动。这项看似与泛材料行业

无关的行程，却激起了赵天宇的

兴趣。

再过不久，赵天宇将前往英

国就读柔性电子材料专业。柔

性屏是当下应用非常广泛的新

器件，拥有极强的适应性。“在现

代化美术场馆，可以运用柔性屏

打造出极富有设计感的艺术品，

用科技为艺术赋能，这在未来一

定会是非常好的市场方向。”

四周的学习生活，赵天宇不

仅收获了专业知识，也认识了志

同道合的伙伴：“在这次特训营

里，克服了困难和压力、得到成

长和蜕变的我们，正向昂首未来

进发。”

产教融合
创新模式培养科技人才

“这次特训营目标就是培养

泛材料领域的高层次创新人

才。”张志清是特训营的班主任，

从前期课程开发到最后圆满结

营，他见证了特训营从“0”到“1”

的全过程。

作为由长三角国创中心、江

苏产研院和苏州市联合打造的

材料领域一流研发载体，长三角

先进材料研究院成立于2019年。

“在技术对接、项目孵化的

过程中，我们发现与新型企业共

同成长的最好方式，就是联合培

养人才。”张志清介绍，现在的教

育环境下，高校培养的学生还不

能完全达到产业的需求，“我们

想采用一种创新的培养模式，让

学生在读书期间就能尽早领悟

将来产业需要的工程师应该具

备什么样的技能，并能针对性地

进行学习”。

近年来，推进科教协同和产

教融合已成为长三角国创中心

的工作重点。

国创中心、江苏产研院与高

校院所共同实施“集萃研究生”

联合培养计划，将产业真需求、

技术真难题作为研究生培养课

题，施行双导师，与高校联合培

养高层次产业创新人才。截至

目前，长三角国创中心的近百家

专业研究所、合作企业与国内知

名高校开展了研究生联合培养

工作，共联合培养集萃研究生

5000余名。

长三角是制造强国建设的

主战场，也是我国新材料产业发

展的第一线，长三角新材料产业

基地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以

上，产业和技术优势明显，新材

料产业集群发展态势强劲。面

向泛材料领域，用企业的视角、

方式和逻辑去培养学生，通过产

教融合打开高等教育的边界、打

造未来的高层次创新人才，正是

这次特训营的初衷。

在面试阶段，张志清和团队

根据学生的所在院校、专业成

绩等因素综合判断学生的学习

能力，在报名的165名学生中，

最终筛选出35人。“我们安排的

部分课程专业性很强，所以设

立了‘大三以上’的报名门槛，

希望学生在拥有一定的专业基

础上，能在特训营得到能力的锻

炼提升。”

为了提升特训营的含金量，

张志清和团队在前期花费了3-4

个月时间设计课程。其间，张志

清还在长三角国创中心主任刘

庆的带领下，前往深圳向“创业

教父”李泽湘“取经”，学习他们

团队在创业人才培养方面的一

些经验，并在课程设置中加入了

相应的教学内容。

“希望同学们在特训营中找

到自己的人生理想，付出实践，

实现人生价值。”张志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