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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水平，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对接的

“关口”，也是科技创新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近年来，东莞松山湖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

要机遇，以建设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松

山湖科学城）为契机，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松

山湖科学城以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高能级科创平台体系为

牵引，以企业为主体大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着力在产业

科技融合上下功夫，科技创新转化新模式迭出，新质生产力

加速形成。这些举措，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科技成果转化呈现出“新新”向荣的新

气象。

先奖后投、技术入股模式畅通转化通道
创新样板工厂孵化42家产业化公司

科技创新，如同撬动新事物的杠杆，能迸发出令人意想

不到的强大力量。

2018年，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成立。该实验室设有前沿科

学研究、公共技术平台和大科学装置、创新样板工厂、粤港澳

交叉科学中心四大核心板块。

数年时间里，作为该实验室吸引、承接大院大所科技成

果转化的主要载体，创新样板工厂不断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模

式，推动科技成果加速从“书架”走向“货架”。

截至目前，创新样板工厂共引进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等 25个项目团队，孵化产业化公司 42家，销售

合同额达 5.9亿元。

地处制造名城东莞，服务科创制造强市建设是松山湖材

料实验室的应有之义。对于东莞庞大的中小企业群体，实验

室又将如何推动存量企业驶入转型升级“快车道”？

2020年，由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轻元素团队投资孵化的中

科晶益（东莞）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技术及资金入股

的方式，并购产业链下游企业东莞市尼轩电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尼轩电子），为其供应高纯铜、单晶铜、铜银合金等原

材料。

“尼轩电子过去因为产能体量、技术等因素，一直难以与

优质客户达成合作。并购重组后，该企业获得了技术、资金、

平台方面的支持，我们也可补齐产业供给和市场推广方面的

短板，真正实现双赢。”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产业化委员会秘书

长、轻元素团队研究员付莹表示。

去年，尼轩电子营收翻倍，顺利成为相关头部企业供应

商。目前，实验室团队通过技术入股并购重组中小型企业的

方式，已为多家企业新增订单超 2亿元。

以作价入股+先奖后投、技术参股并购重组等模式推动

中低端企业驶入转型升级“快车道”，该实验室正加速助力东

莞制造业发展底层逻辑换挡。

推动公共技术平台资源开放共享
中小微企业蜂拥而至来创新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平台建设是重要支撑。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公共技术平台有在东莞市支持下

购买的上百台（套）先进仪器设备。今年 1—7 月，该平台

百余台对外开放共享的设备所供服务机时已达到去年全

年的 80%。

微加工与器件平台是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公共技术平台

之一。一家研发氮化镓功率器件的企业突破了关键工艺制

备技术，仅用半年就搭建起了工艺研发线，快人一步。

微加工与器件平台广受企业青睐的背后，体现着该实验

室以一流公共技术平台推动企业创新降本增效的决心。

当下，该实验室围绕材料设计、制备、加工、表征、测量、

模拟等方向，建设起包括材料制备与表征平台、微加工与器

件平台、材料计算与数据库平台、大湾区显微科学与技术研

究中心等综合性用户开放

平台，可满足企业在材料设

计、技术改进、产品升级和

开发、中试验证等方面的需

求。

高额的先进设备采购资

金、求路无门的研发人员技

能培训、创新失败的时间成

本……这些让众多中小微企

业对创新望而却步的难题，

在公共技术平台一一被解

决，一批海内外创新力量慕

名而来，蜂拥而至。

截至 2022 年底，公共技术平台累计服务企业超 250 家，

各类技术服务收入超 2.5 亿元，其中服务东莞市企业的收入

占比超过 65%。

创新资源协同共享，破解核心技术难题。除了共享开放

先进仪器设备，该实验室还瞄准产业升级关键创新需求，探

索与省内外优质企业开展联合攻关研究的模式，充分发挥创

新能力，支撑企业产品技术开发。

在此过程中，该实验室与风华高科合作，将优秀的科研

成果及产品直接导入头部企业供应链体系，助力解决难题。

公共技术平台资源开放共享，让中小企业有了自主创新

的硬底气，为东莞构建起“高水平科研+高端技术+高端制

造”的发展新曲线。

关键核心材料+创新平台资源
政府搭台共建新兴产业创新生态

公共技术平台赋能下，从材料创新突破到产业集群培

育，一场全新的生产力变革正在松山湖科学城内酝酿。

对于准备购置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而言，明年底将有个

重要利好：第三代锂离子动力电池驱动的电动汽车将与大家

见面。相比传统的磷酸铁锂电池，该电池将驱动车辆满电续

航里程增加 50%。

这件有望标注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发展史上的重

要事件，主要归功于该实验室锂离子电池材料团队正在

研 发 的 第 三 代 高 电 压 镍 锰 酸 锂 正 极 材 料 。 历 经 多 年 努

力，该团队研发的第三代材料已完成材料中试，电池中试

也即将完成，第三代电池有望在 2024 年底由部分车企装

车试用。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建设之初，该实验

室就引进了锂离子电池材料团队、柔性及锌基电池团队、高

效晶硅电池团队等多个新能源创新团队。这些团队在下一

代动力电池关键正极材料、高安全储能电池等领域取得了多

项关键材料创新成果，直指未来产业，展现出一浪接一浪的

科技成果转化力量。

2021 年，从支撑东莞市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角度出发，

该实验室开始建设能源材料与器件创新工场，通过“关键

核心材料+创新平台资源”供给吸引大批新能源上下游优

质企业。

“我们不是要成为电池厂的竞争者，而是希望通过新技

术推广工作，服务于行业，进而赋能所有的电池厂。”松山湖

材料实验室副主任、锂离子电池材料团队负责人黄学杰表

示，一种材料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新范式正在松山湖成形，期

待未来几年该实验室能聚集起大批新能源研发工程师，共同

打造松山湖的“能源谷”。

该实验室“关键核心材料+创新平台资源”的供给模式，

正加速吸引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各类相关要素向东莞集聚，形

成能源材料、节能减排、半导体材料、高端制造等东莞新兴产

业集群的内核。

其中，先进制造创新工场依托轻元素先进材料器件团

队、光子制造团队、精密仪器团队等在先进制造领域的创新

成果，已吸引 59 家在莞企业加入，并在松山湖、大朗等镇区

建立基地平台，帮助本土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一大批科技成果在该实验室等新型研发机构的技术服

务中不断生长，在东莞日益肥沃的科创土壤上发展腾飞，成

为松山湖科学城全链条全要素全过程创新生态体系效能的

生动注脚。

松山湖科技创新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松山湖不

断完善政策体系，围绕发展难点痛点，推出覆盖科技创新全

链条的“1+N”科技政策体系，搭建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1+10”产业政策体系，在促进成果转化、企业融资保障、科技

企业培育等多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松山湖依靠创新链对技术的需

求靶向发力，持续做精做优电子信息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战

略性新兴产业与风口产业，推动产业链价值向高处攀升，构

建起多元支撑的现代化产业集群。

创新体制机制推动高水平科技成果转化，让战略性新

兴产业拔节生长，松山湖科学城正焕发高质量发展的全新

气象。

图文及数据来源：松山湖科学城

松山湖科学城松山湖科学城：：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

图为电池智能制造装备。 科研人员正在微加工与器件平台上工作。

图为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图为松山湖材料实验室。。

9 月 21 日，一队自动驾驶智能出租车途经杭州奥体中心体育

场时，一位行人突然从其中一辆车左前方的绿化带跑出，准备横穿

马路。面对这一情况，车辆放慢速度、稳步制动，待行人安全通过

后继续前进。

“公司研发的这款 L4级别无人驾驶智能网联汽车，此次共有 5

辆作为出租车落地杭州高新区（滨江）。”安途科技创新（杭州）有限

公司负责人林泰来告诉记者，在杭州亚运会期间，这批智能出租车

配有“滨江区政府—奥体中心环线”和“滨江区政府—萧山机场专

线”两个体验场景，市民可通过网上报名预约免费体验。

实际上，由新石器（杭州）无人车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无人冰淇淋

车此前已在杭州亚运村投用，该车车身搭载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摄像头，配合智能驾驶计算平台等，同样具备L4级别自动驾驶能力。

“我们近期将在滨江投放 50辆无人物流配送车。”该公司负责

人杜丹丹介绍，整套系统前期已累计测试行驶 620万公里，未有异

常情况发生。物流配送车搭载 3 立方米的货箱，会在非机动车道

行驶，若是发生事故，车载智能感知系统将与事故方进行交流互

动，等待安全员前来处理。

今年 5月，《杭州市智能网联车辆测试与应用管理办法》施行，

提出要对智能网联车辆测试与应用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并支持智

能网联车辆企业组建产业联盟，开展共性关键技术研发。

“作为杭州市首个智能网联车辆创新应用全域开放先行试点

行政区，我们着力推进示范应用场景建设，还将出台示范场景奖

励、测试费用补助、里程补贴等鼓励政策。”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滨江）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孙雪介绍。

9月 13日，杭州亚运会智能驾驶体验专线启动，投用的智能驾

驶车辆可在城市开放道路实现红绿灯识别、行人礼让、无保护转

弯、超车等功能。这一由杭州亚组委联合杭州亚运会官方合作伙

伴打造的杭州首条高阶智能驾驶示范线路，串连起亚运村、主媒体

中心、杭州奥体中心场馆群等站点，覆盖了赛事期间人员流动最频

繁的核心区域。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的基于 5G 技术的自动驾驶

电动班车，将往返于德清体育中心和德清地理信息小镇篮球场这

两座亚运场馆，提供接驳服务。

自动驾驶车服务杭州亚运会

智能出租车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附近行驶智能出租车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附近行驶。。 洪恒飞洪恒飞摄摄

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的智能乒乓·云

上冠军挑战赛上，许昕与手臂式发球机器

人“AI 许昕”现场 PK。这一基于阿里云算

力支持、搭载 pong-smart系统的机器人，可

以通过机械臂控制真实球拍，高度还原许

昕球风，并可设置球的旋转等级、速度等级

及落点位置，目前已应用于杭州亚运村，可

供运动员在闲暇之余锻炼。

“挺新奇，我还是第一次和‘自己’对

打。”许昕评价说，“AI 许昕”有正主的风范

了，就是旋球稍微差点，但可以用技术调节

球旋转力的强弱，让乒乓球爱好者在训练

时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这一手臂式发球机器人的研发难点，

在于让球和球拍摩擦并且产生期望的旋

转、速度和落点。“用不同的动作击打乒乓

球，球会产生不同的旋转。我们设计的机

器人不仅要控制这个旋转，还需要控制手

臂高度、击球轨迹。”为此，上海创屹科技有

限公司 CEO 张海波带领团队充分采集数

据，形成了一套智能算法。

张海波表示，机器人用高速双目视觉

系统分析许昕打球过程中的球路，把收集

到的数据进行智能化分析后，将数据输入

算法模型，形成一个“AI 许昕”，它能高度

还原许昕的击球动作和出球轨迹。

“第一轮打得轻轻松松，但是第二轮

中，它的上下旋球切换我来不及接。”在和

“AI 许昕”对战后，9 岁的乒乓球爱好者董

子茜说道。

阿里巴巴集团总裁董本洪表示，将科

技与体育产业相结合，可以让体育有更多

参与方式、更符合年轻人的运动偏好。

AI技术让“世界冠军”做陪练

杭州亚运会各项赛事正酣，各类观赛群体对“智能”这

一杭州亚运会重要办赛理念的体验也在升级。

此次亚运会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公司（以下简称

咪咕）通过“内容+科技+融合创新”，为人们奉上了全量全

场次的赛事直播，也打开了“科技观赛、边看边玩”的体育

赛事参与新方式。

经历了北京冬奥会和卡塔尔世界杯的锤炼，咪咕的数

智人与智能字幕来到了杭州亚运会。

中国移动浙江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数智人可根据亚

运赛事内容，实现赛事播报、内容推荐、互动问答和比赛智

能推送等特色功能，满足用户对个性化互动的需求。

此外，为解决听力受损、处于静音或嘈杂环境等群体

“听不见、听不清、听不准”的观赛难题，北京冬奥会期间，

咪咕推出了智能字幕。据了解，这是智能字幕率先在体育

直播场景中商用。卡塔尔世界杯期间，该项技术再获突

破，智能字幕与数智手语主播首次实时联动，无障碍观赛

再上台阶。杭州亚运会期间，智能字幕再次来到了直播现

场，为提升用户观赛体验赋能。

体育赛事扣人心弦，精彩瞬间转瞬即逝，时延成为视

频直播的一项重要指标。咪咕技术服务事业群总经理李

琳介绍，依托中国移动能力中台的智能字幕能力，本次亚

运会期间，咪咕智能字幕升级为低时延双行滚动字幕，并

在原普通话解说字幕的基础上，首次在行业推出了中国七

大方言中的闽南语、粤语直播智能字幕。

低时延双行滚动字幕成为杭州亚运赛事的重要观赛

辅助，这背后离不开多项技术的支撑。

据了解，依托低时延智能字幕、低时延混流、低时延转

码分发等全流程低时延字幕系统，咪咕视频普通话字幕视

角与对应的无字幕主视角的视频画面端到端时延差已达

秒级。采用深度训练、跳变稳定优化、智能断句等技术，咪

咕智能字幕解决了双行展示引起的字幕跳变问题，有效提

升了转写结果的稳定性和字幕的整体舒适感。

“闽南语、粤语特色方言字幕中文准确率可达 92%，已

属行业领先水平。”谈及智能字幕无障碍观赛技术的实现，

李琳对科技日报记者说，为实现更加精准的字幕转写服

务，咪咕针对方言转写准确率普遍偏低、运动员姓名及运

动专业术语易错等难题，运用了方言声学模型及语言学模

型优化技术，并进行了垂类翻译干预训练，让粤语、闽南语

等不同解说语言的智能字幕均能呈现；为扩展方言双语字

幕能力，自研了翻译记忆库，针对粤语—英语、闽南语—英

语进行多语言字幕翻译准确率提升。

在 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撑下，

体育与数字智能的协同发展和创新融合正加速演进，一

项项全球首推、首创、首用的技术在杭州亚运会上大展拳

脚。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亚运会期间，“边看边玩”的

成分愈加浓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从体育赛事的旁观

者变成参与者。通过融合 AI 智能、数字孪生、VR 等技

术，元宇宙通过体育赛事率先打开了突破口，从概念走向

落地。

人工智能提升亚运观赛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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