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过成果转化“死亡之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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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活水”浇灌“科创之花”

江苏的研究所
引进上海人才团队
完成原型产品开发，
在上海孵化企业并
进行产品量产推广，
获得安徽的资本投
资，未来还将在长三
角其他地区产业放
大……长三角国家
技术创新中心主任
刘庆经常提及安泊
智汇半导体设备（上
海）有限公司，这家
由国创中心支持孵
化的企业，是长三角
区域科创和产业深
度融合的一个缩影。
创新，是一件

“九死一生”的事，从
学术、研究到产品、
市场有一条“死亡之
谷”，如何跨越这道
鸿沟？长三角国创
中心这片“试验田”，
探索构建以企业为
主体、市场为导向，
集创新资源、研发载
体和产业需求于一
体的产业技术创新
体系与生态，发挥上
海科创中心龙头带
动作用，强化苏浙皖
创新优势，促进产学
研用深度融合、创新
要素在更大范围畅
通流动，以跨区域流
动的“活水”，浇灌
“科创花”，结出“产
业果”。

本报记者

吕倩雯

位于昆山的苏州亿创特智能

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块钢

板在一条80多米长的自动化超高

强度柔性辊压产线上“游走”，经过

开卷、冲孔、辊压、激光焊接、模块

化切割等40个轧辊模具的“一路塑

形”，最终变成各类形状复杂的钢

制结构件。“市场上的同类产品都

是铝材制造，而我们用的是钢材。

要达到同样甚至更高的性能，必须

依托先进的技术才能实现。”毕业

于北京科技大学的晏培杰，本硕博

阶段均从事辊压系统技术学习和

研究，2020年3月他从世界500强

企业离开，组建了创业团队。

“我能创业成功，离不开长三

角国创中心。”作为一家创新型企

业，亿创特由长三角国创中心通过

“拨投结合”模式成立。“公司建立前

期的资金由长三角国创中心和地方

政府共同支持。通过‘拨投结合’，

我们整个项目团队能够快速让成

果在长三角区域落地和转化。”晏

培杰表示，未来公司将致力于打造

中国金属柔性辊压生产高地。

亿创特与上海宝钢深入合作

稳定原材料供应、再到苏州设厂生

产，最后辐射长三角和全国市场，

以及欧美等海外市场。企业仅投

产运行一年多，中集集团、中海运

等500强企业的订单纷至沓来，订

单额近5亿元，还获得比亚迪、宁德

时代等业内龙头企业的合作。

长三角国创中心针对前瞻性

引领性颠覆性技术，通过“拨投结

合”方式用财政资金前期投入支

持，加速技术成熟并走向市场，推

动技术跨越“死亡之谷”走向产业

应用。截至目前，长三角国创中心

已通过“拨投结合”的方式，在长三

角区域累计组织实施了80项颠覆

性技术创新项目，其中长三角国创

中心累计投入10亿元，带动地方和

市场投入11.38亿元。其中9个项

目完成转股，获得9.93亿元社会资

本，部分项目进入B轮。

“‘拨投结合’的核心是通过长

三角国创中心对技术项目的专业

研判和全过程孵化培育，利用财政

资金支持项目加速熟化和市场化，

给予项目团队研发运营主导权，引

导社会资本参与战略性新兴技术

领域投资，推动更多前沿性、原创

性技术实现产业化。”长三角国创

中心副主任、上海长三角技术创新

研究院党委书记谭瑞琮说。

产教融合，培养高层次工程人

才和卓越工程师队伍，是科技创新

的源头活水。如何实现教育链、人

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联

动？如何让人才培养链更契合创

新链、产业链？

今年9月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

研究院（上海）揭牌成立。上海国

创院由教育部和上海市共建，依托

长三角国创中心的运营主体——

上海长三角技术创新研究院建设

运行。上海国创院围绕国家战略

需求和上海市“3+6”产业体系，组

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

三大先导产业的产教融合联合体，

开展人才培养、技术创新、成果转

化和企业孵化。

“长三角国创中心直接向我们

开放了资源库，把他们和工程类科

研院所、龙头企业共同凝练的重大

核心技术攻关课题，与校内导师的

研发方向进行匹配，一旦成功，工

程硕博士就有了实践的落脚点。”

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

长崔国民介绍，最新成立的上海理

工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由上海理

工大学、长三角国创中心等26家理

事单位共同发起，全链条、全要素

构建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

“长三角国创中心帮助我们解

决了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最难落地

的环节，就是高校人才要能够在真

实产业环境中实践。”崔国民介绍，

上海理工大学近70%的专业都是

理工科，是培养高层次工程人才最

主要的高校之一，“最近在长三角

国创的帮助下，我们学校和中国科

学院高等研究院将签署联合培养

协议。”

卓越工程师学院作为校内实

体机构运行，生源面向学校所有

专业，分布于光学工程、动力工程

及工程热物理、管理科学与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等优势学科方

向。“这些学生由卓越工程师学

院统一管理，通过跨学科、跨领

域交叉融合，目的是提升学生的

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对产业

的兴趣，把原有的专业优势发挥到

最大。”

截至今年年底，包括上海理工

大学在内，上海国创院已与同济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

东华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上海电机学院等多家部、

市重点高校共建“卓越工程师学

院”，通过实施项目联合攻关、双导

师队伍建设、核心课程建设、卓越

工程师培养全流程管理等一系列

改革举措，与龙头企业、科研院所、

国家实验室联合培养兼具研发创

新能力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能力

的高层次产业创新人才。

“有了上海国创院强有力的保

障支持，上海理工大学作为上海国

创院共建单位，自2024年卓越工程

师学院招生简章发布后，校内报名

的推免生人数比去年翻了一倍。

搭建好平台，服务好企业，我们要

在真项目、真课题‘练兵场’上培养

长三角需要的卓越工程‘尖兵’。”

崔国民说。

“经独立第三方机构评估，该

系统已实现放射科CT和MR平均

候诊时长小于15分钟、一站式预约

服务最快10秒完成、基于大数据优

化模型的医技检查流程再造等效

果，下一步目标是实现‘高铁般精

准’。”不久前举办的2023中国国际

数字经济博览会上，长三角国数数

字医疗技术研究所提交的项目“医

技要素资源一体化预约调度优化

系统”崭露头角，以数字化转型、高

质量发展、便捷化就医、全周期服务

为主题，助力打造有别于传统智慧

医院的“未来医院”，推动形成以人

为本的整合型医疗服务生态体系。

“这个项目即将进入公司孵化

阶段，相关产品已被国内10多家头

部医院列入明年采购预算计划。”

长三角国数数字医疗技术研究所

所长陈勇介绍。

今年2月，来自中国科学院苏

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互联

网医疗技术中心的陈勇研究员团

队，与长三角国创中心、上海宝山

区政府三方共同建设的“数字医疗

技术研究所”，是长三角国创中心

在上海布局培育建设的首批专业

研究所之一，通过研究所为地方提

供高水平科技供给，吸引、衍生、孵

化一批医疗器械、高端装备制造伙

伴企业集聚，有力支撑宝山构筑产

业新业态。

陈勇担任长三角国数数字医

疗技术研究所所长，事实上，用“项

目经理”来形容更为准确：从专业

研判到联合项目团队市场调研，帮

助团队完善商业方案，与地方和园

区对接，再到孵化成立创业公司，目

前研究所计划形成4至5家企业孵

化计划。项目经理制，正是长三角

国创中心实施高水平科研团队创

新创业的引进和评价创新机制。

如何用市场化机制最大限度

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保障科技人

才干事创业的动力？长三角国数

（上海）数字医疗技术有限公司负

责研究所的建设和运营，公司注册

资金1000万元，其中项目团队现金

出资持股65%，长三角国创中心和

宝山区各出资持股17.5%。

长三角国创中心的专业研究

所建设坚持“多元投入、团队控股、

轻资产运营”的体制机制，研究所

建设形成的固定资产所有权归国

有资产管理公司，使用权归研究

所公司，各司其职，各有所长；研

究所公司享有研发成果所有权、

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公司产生的

增值收益按股权分配，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

科创团队也有“项目经理”

联合培养卓越工程“尖兵”

■ 长三角国创中心参加第六届长三角科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