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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篇名为“新三板科技含量最高的企业”的

帖子，在网络上引起关注。

与这篇帖子关联的是一家名为西部超导的企业，

因为“大飞机+人造太阳”等项目需求，使其“成为中国

高端钛合金和低温超导材料领域的领军企业”。

西部超导的大股东正是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依托该院 50 年技术发展积累，西部超导成为“国

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俗称“人造太阳”）的

低温超导材料供应商之一。2014 年 12 月 31 日，西部

超导在“新三板”挂牌。

给力“国家战略”，高扬创新旗帜，西部超导只是西

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创新账本”的其中案例之一。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以下简称西北院）成立于

1965年，是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国家级重点科研单位。

1999年作为国家首批转制的 242家科研院所之一转为

中央直属大型科技企业。2000年划归陕西省管理。

转制至今，特别是近十年来，西北院不断深化科研

院所体制与机制改革，探索走出了一条“科研、中试、产

业三位一体大型科技集团”的全链条发展模式道路，以

年均 33%的增速实现了快速发展。

“2014 年全院实现综合收入 76.32 亿元，连续 4 年

位居全国有色行业院所首位。”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院

长张平祥说，“西北院虽然是省属院所，但始终把自身

定位在为国家和行业服务的国家队。”

据张平祥院长介绍，西北院如今承担的国家重大

科技攻关、973和 863计划、重大科技支撑计划、以及国

家发改委、工信部的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总装和

国防科工局的军工配套项目等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

“高性能 TC21 钛合金材料研制及应用研究”“百万千

瓦级核电用银合金控制棒”“堆用锆合金关键基础研

究”“超导线材及磁体研究”“大尺寸钨钼单晶”等获得

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和技术，并解决

了国际热核聚变大科学工程、国家新一代战机和大运、

大客、国家军民用核电、国家航天领域等关键急需。

勇往直前的改革者：综合收入较
转制时增长50倍

最大胆的预言家，可能也不会料想到西北院 50年

间的巨大变化。

世纪之交，国内几乎所有科研院所都面临着由计

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交替和转变的难题，西北

院也不例外。

尽管拥有雄厚的科研、技术、人才优势，但在科技

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过程中，这里还是感到了先天

的不足。特别是体制、机制的不适宜，以及观念的落

后、资金的短缺，严重制约了该院发展。

站在十字路口，是进是退？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

和胆识。

敢于亮剑的西北院，成为勇往直前的改革者——

他们看到，国内一些科研院所转制成企业后，由于

丢掉了“科研”这个基本命脉，陷入无法持续发展的困

境。面对种种复杂情况，西北院人提出了一个震撼人

心的战略构想：走以科技为龙头，科技与产业并举之

路，建立集科研、中试和产业于一体的大型科技集团。

这一构想得到了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不

仅以省委常委会和省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还专门为

西北院增设了“陕西省材料科学工程院”的机构与职能。

事实证明，这个关系到该院发展方向的战略抉择

与科学定位，在之后十几年的发展中，逐渐显现出了它

的生机活力和远见卓识。

2010 年 1 月 25 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胡锦涛来院考察时，勉励研究院干部职工“始终坚持

自主创新，奋力攻克技术难关，加快推进成果转化，为

我国抢占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发挥积极作用”。

2010 年 7 月 17 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来院考察时，勉励干部职工“把西北有

色金属研究院建设成世界一流的研究院，在激烈的国

际竞争中占据领先位置”。

这是党和国家给西北院的重托——

那时候，与 2000年相比，院综合收入 35亿元，净增

长 23 倍；生产产值 32 亿元，增长 27 倍；科技收入 2 亿

元，增长 12倍；人均年产值 120万元，增长 8倍；总资产

42 亿元，增长 20 倍；申请及授权专利 204 项，增长 10

倍。十年间，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了自 1965 年建院

到改制前 35年创造的价值。

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改革。西北院迎难而上，

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2014 年，西北院综合收入

76.32亿元，较转制时增长了50倍，连续4年位居全国有

色行业院所首位，多项指标进入全国转制院所前十位。

创新驱动的践行者：近 3年授权
专利80%以上是发明专利

2003年 2月 28日，一个值得记入史册的日子。

这一天，由西北院创业团队组建的西部超导正式成立。

这一天，成为西北院参与“人造太阳”的开端。

发展初期，这些从科研院所转型的创业者，一度被

质疑是“书生创业”。市场对公司发展有所疑虑。

不过，西部超导后来的发展，却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依托西北院的技术积累，西部超导瞄准国内紧缺

领域，产品定位于“国内空白、国际先进”，主要产品均

为国家急需产品。该公司目前已发展成为我国航空用

特种钛合金材料的主要研发生产基地，也是国际上唯

一的低温超导合金棒材及线材全流程生产企业。

更为重要的是，西部超导成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

堆（ITER）计划”（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

际科研合作项目之一）的低温超导材料供应商之一。

前五大客户数据显示，ITER 组织的关联方中国国际

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2013 年向西部超导采购超

导材料 2.19亿元，是西部超导 2013年的第一大客户。

高新技术和关键材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

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进步的名片，更是国家战略

安全的坚强保障。

西北院，从创立之日起，就肩负起承担国家大量国

防军工和国家重大工程的材料研制的重任。在这里，

就有这样一批敢于向世界最高端技术“叫板”，敢于抢

占世界科学前沿阵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续写

辉煌的领域。

经过多年积累沉淀，西北院在基础理论研究、材料

研究、工艺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等领域，建立起 10 多

个门类比较齐全的研究和技术开发领域。如钛合金、

超导材料、金属多孔材料、核材料、难熔金属材料、金属

复合材料等的研究，有的已在国内处于领先，甚至已占

据国际突出位次。

以 3D打印为例，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在多年粉末

冶金近净成形技术积累的基础上，2005 年率先在国内

开展了钛合金电子束 3D打印技术研究，研制了我国第

一台钛合金粉床电子束 3D打印装备，开展了系列钛合

金复杂薄壁、桁架/多孔及多孔/致密复合结构零件的

研究，拥有 12 项发明专利，相关成果在国际粉末冶金

专业杂志 IJPM 上以封面文章发表。2013 年将成果转

化成立了西安赛隆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形成了国

内唯一一家从粉末制备、设备研发到 3D打印零件的全

产业链粉床电子束 3D打印专业化公司。

心怀报国志，做创新驱动的践行者——

在巩固传统优势研究领域的基础上，西北院不断拓

展新领域，现已拥有15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瞄准国家重

大需求和国际前沿技术，累计申报各类项目985项，立项

432项，总经费7.5亿元，其中军工及重大项目121项。

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3年来，西北院申请国家专利

464 件，授权 340 件，其中 80%以上是发明专利；获省部

级以上成果 39项；发表论文 1000余篇。

成果转化的连通者：催生了28个
高技术产业公司

2015 年 7 月，成立 50 周年前夕，西北院又迎来一

件大事。

陕西省决定，依托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组建陕西

省稀有金属科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定位于“促进‘科

技与市场、资本、资源三结合’，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先进

水平的科技创新基地、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科技成果

转化基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基地，抢占稀有金属新材

料细分行业的龙头地位，加快推进成果转化，为我国抢

占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发挥积极作用，成为全国

知名、行业领军的大型科技型企业集团”。

这是西北院作为科研成果转化连通者的又一个例子。

2000年以来，西北院以“科研、中试、产业三位一体”

的发展模式，不断推动科技成果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化。

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要经过中试，才能实现产业化。

然而，中试环节需要大量的技术集成和资金投入，是企

业和科技人员最不愿意干的，从而导致很多科研成果被

束之高阁。为了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西北有色

院投入大量资金和技术，把中试纳入常规发展，建立了

稀有金属材料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几十个科研及

中试平台，遴选成熟的科研成果进行中试验证，使科研

与生产之间建立了有效衔接，加速了成果转化。

大量有效的中试活动，使得西北有色院的科技成

果转化率达到 70%以上，应用率在 80%以上，在钛及钛

合金材料、超导材料和稀有金属材料等高技术领域的

成果转化率更高，实现了只要有一项成果就能转化成

一个产业。同时，中试投入和开发，使科研成果的效益

显现，吸引了上下游和各类机构的战略投资。

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建设和运行产业公司，是

西北有色院科研成果实现转化“零阻力”的关键。在推

动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中，西北有色院形成了资本、管

理、技术、劳动等多种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先后对超

导材料、钛及钛合金材料和稀有金属材料等高科技优

势领域的科技成果进行了评估。通过产权激励，科研

与生产之间形成了“利益纽带”，进一步提升了产业化

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面向市场搞科研、实实在在搞中试，科学管理搞产

业——

经过近 10年努力，依托院（集团）建成了包括稀有

金属材料科研生产基地、超导材料制备国家工程实验

室、金属多孔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等9个国家级平台以

及陕西省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省稀有金属材料表

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15个省市级中试平台，通过强

化科研成果的验证转化能力和技术工业化能力，使科研

与产业化之间建立了高效、顺畅的衔接，加速了成果转

化的进程，使成熟的成果、技术走出实验室，同时吸引了

大量外部投资，从而催生了28个高技术产业公司。

特色产业的登高者：产品品种达
400多种，尺寸规格近万种

不赶浪头，不随大流，不踩着别人的脚窝前行。

在市场经济的风云变幻中，西北院没有在浪潮的

裹挟中失去方向，而是扬己之长、发挥优势、发展强项，

形成拳头，强力出击。

以学科为基础建立产业园区，孵化出技术领先型小

企业，为西北院产业长远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如果说，西北院是一棵历经风雨洗礼的大树；那

么，高技术产业就是这棵大树枝繁叶茂的枝叶，科技创

新则是她的根须。

——加强政府合作，加快成果转化，推进产业园建设。

2012年 1月，西北院与经开区签订“共建稀有金属

新材料产业园暨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战略合作协议，新

征产业用地 1500 亩用于新转化的科技产业化项目建

设。2013 年，响应国家“重振丝绸之路经济”的战略部

署与俄罗斯合作成立欧中公司从事航空和舰船发动机

关键材料的研发和生产；同年，为了鼓励和引导科技人

员创办领办科技企业，进一步转化相关领域的自主化

专业技术成果，西北院紧密结合当前的国家需求和市

场导向，依托新材料所、粉冶所、腐防所和电子所的科

技成果，先后组建了西部新锆公司、赛隆公司、赛福斯

公司、瑞鑫科公司等四个新产业公司，分别从事核能及

其他能源用金属材料、金属多孔材料及元件等新材料

及装备、稀有金属表面技术、钎焊料及贵金属回收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

——生产装备及产业规模快速提升。

从 2005 年开始，西北院及其控股的西部材料、西

部超导、西部钛业等公司依托国家发改委重点行业结

构调整国债专项、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国

家重点工业性试验项目及陕西省重点建设等项目在经

开区及泾渭产业园先后新建了钛及钛合金管材、层状

金属复合材料、金属过滤材料、稀有难熔金属板带材、

高端钛合金材料、超导材料、钛阳极、玻璃封接制品、贵

金属催化剂、多孔元件等多条现代化生产线。

——特色产业建设和优化升级不断推进。

西部钛业实施改造，板带材的产能翻两番；菲尔特

公司二期项目实施全部完成，真空烧结炉等主体设备

已全面投入使用。凯立公司主要产品产量、销量大幅

增长，主导产品炭载催化剂销量增长 40%，拳头产品催

化剂销售增长了 50%；泰金公司突破了新型钛镀二氧

化铅阳极制备技术及玻璃封产业多项关键技术，新产

品在新领域的应用不断扩大；建成了电解铜箔成套装

置生产线，已全面投产。宝德公司完成了多孔过滤元

件厂房和生产线的建设，0.1微米金属膜滤芯等多项新

成果进入全面推广应用阶段。赛特公司积极开拓国外

市场，打破了焊丝国外垄断的局面，高强韧性生物医用

钛合金产业化进展顺利。

2005 年以来，为了促进科技产业的进一步集成发

展，西北院先后将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

果适时产业化，“钛锭、棒生产线”“钛及钛合金管材”

“层状金属复合材料”以及“金属过滤材料”“贵金属材

料”“稀有金属管件”“超导材料”等重大产业项目落户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了钛及钛合金材料、超导材

料、难熔金属材料、稀贵金属材料、层状复合材料、金属

纤维材料、烧结金属多孔材料、稀有金属装备、阳极及

玻璃封材料、医用材料、特种管件等共计十多个产业。

产品品种达 400多种，尺寸规格近万种。

育才用才的探路者：“五才”机制
建设世界一流研究院

把人才作为发展的第一小提琴手。

这是西北院奏响的转型年代的交响曲。

广泛求才、精细识才、扎实育才、充分用才、大胆奖

才，作为我国最大的综合性稀有金属新材料科研生产

基地，西北院的“五才”机制，形成集聚、吸纳人才的事

业高地。

其一是“求才机制”，使年均应聘人员和招聘岗位

比达 50∶1；

其二是通过院校结合、国内外培养结合、创新链与

产业链结合、学历教育与继续教育结合，实现多样的

“育才机制”；

其三是以制度为保障的“识才机制”，满足员工的

成长需求；

其四是坚持培养与使用相结合的“用才机制”，达

到事业留人的目的；

其五是最高奖励达百万的“奖才机制”，让一流人

才得到一流待遇，最终实现高层次人员队伍的稳定。

通过持续建设，目前，研究院共建立起近 20 个国

家基地、重点实验室、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成功培育

了 10多个专业化研究团队。其中，钛合金研制团队是

我国钛合金研究规模最大、研究人员最多、研究范围最

广的团队，自主创新研发的钛合金牌号占到我国自主

研发钛合金的 80%以上，2013 年获批国家重点领域创

新团队；超导材料科研团队是国家各类超导研究计划

主体承担单位之一，也是国内唯一研究领域涵盖高、低

温超导技术及其应用技术的综合研究单位，是我国唯

一在高温超导和低温超导材料的超导电性方面四创世

界纪录的单位，研究成果代表了国际发展水平……

据统计，这些创新团队至今已取得 1900多项科研

成果，改写多个国家纪录。

研究院在不同发展时期，以相应的人才政策解决

了人才发展需求，建立起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经

营管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三支队伍，最大限度地实现

了高层次人才队伍对事业的推动引领作用。

目前，研究院有长期合同制员工近 3000 人，其中

专业技术人员达 50%以上；本科以上学历人员达 43%；

40岁以下的青年员工达 76%；其中博士 89人，硕士 506

人；高校兼职导师 53 人次；教授级高工 91 人；技师、高

级技师 150人；并有百余人获得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

杰出专业技术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

人选、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等国

家级、省部级荣誉。

把人才作为第一竞争力，西北院厚积薄发——

为航空、航天、石油、化工、机械、海洋、生物、农业、

医疗、原子能等国民经济部门提供了材料保障，特别是

为国产大飞机、载人飞船、探月工程、核电站等型号的

研制和生产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改革发展中找准定位，“科研、中试、产业”三位

一体——

西北院努力创建世界一流研究院，西北院抢占新

材料产业制高点，西北院成为陕西创新驱动发展的一

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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