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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武汉比较优势，创建高质量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对于完善国家科技

创新空间布局、引领示范我国区域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实践

价值。”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湖北省委副

主委、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韩民春说，近年

来，武汉坚持把创新驱动作为城市发展

主导战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打造创新涌动的新时代英雄城市，这为

点燃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主引

擎提供了最佳契机。

“武汉具备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的基础条件。”韩民春表示，武汉作为长江

经济带的中游增长极，中部地区崛起和长

江经济带两大国家战略的核心交汇点，在

城市能级、枢纽地位、科教资源、产业发展

等方面形成了坚实基础和独特优势，拥有

充足的智力资源、丰富的创新平台、优良

的研发能力和规模化的产业创新集群，取

得了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

目前，武汉集聚重要科研机构 23

家，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2 个，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 6 个，新型研发机构达到 466 家。

7所在汉高校及 32个学科入选教育部第

二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

单，在校大学生 110多万人。

以创建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

例，韩民春说，这将有利于提高武汉的整

体科研水平，进一步释放湖北科技创新

潜能，促进武汉科技与产业协同创新发

展，增强武汉国际化大都市和国际交往

中心创新能级，强化武汉市在全球创新

网络中的节点链接功能。

同时，还有利于以武汉为中心推进

长江治理与保护科技创新，构建形成我

国沿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科技创新中心

横向布局，辐射带动中部地区转型发展，

促进我国东、中、西部创新互动，推动解

决“中部塌陷”“南北差距”问题，促进我

国区域均衡发展，成为以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典范。

韩民春说，从湖北自身来看，一要进

一步围绕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应具

备的各项条件，不断夯实发展基础；二要

针对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中的障碍，切实

创新性地加以解决；三要潜心于原创性

科研，平衡市场需求，解决现实生产中的

关键问题，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四

要激活创新的内生动力，最大程度释放

人作为创新主体的巨大潜力。

韩民春委员：

建设科学中心，激活内生动力

成果转化一头连着科技创新，一头连

着产业创新，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

键变量，也是武汉市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面临的核心课题。

两年来，武汉通过建平台、强服务、

巧作为，全力打造以“用”为导向的科技

成果转化体系，逐步形成科技成果转化

“武汉模式”。

一是供需对接智慧化。

今年 2 月，武汉科创服务平台“武创

通”正式上线，汇集全国 160 余万家科技

企业、80 余万科技人才、240 家高校院

所、4.8万家投融资机构的数据信息。

同时，平台征集武汉 6500 余条科技

成果，导入 1200 余名技术经纪人信息，

发布 320余条企业技术需求。

“武创通”构建科创资源数字底座和

科技网格员服务体系两大支撑，为政府、

企业、专家团队、科技服务机构提供一站

式、高质量数字化服务。

目前，“武创通”已绘制新能源汽

车、激光、人工智能等 10 条重点产业链

图谱。根据平台智能匹配信息，科技网

格员积极跟进对接企业提出的技术、人

才、中试等各类需求，助力湖北工业大

学“装配式构件绿色制备与连接关键技

术研究”等一批成果与企业初步达成合

作意向。

二是内外兼修补短板。

中试服务是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

后一公里”的重要环节。武汉围绕重点

产业领域，成立武汉成果转化中试平台

联盟，建设市级中试平台 156个。

其中，4 个重点中试平台 2023 年的

中试服务营收超亿元，有效支撑生命健

康、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产业发展。

同 时 ，武 汉 通 过“ 平 台 +企 业 +基

金”模式推进科技成果沿途转化。例

如，完善金融支撑体系，设立总规模 100

亿元的武汉创新发展投资基金，引导社

会资本投资阶段前移；武汉产业创新发

展研究院成立 19 家专业研究所、30 家

企业联合创新中心，吸引集聚科技领军

人才团队 28 个，转化了一批科技成果。

此外，武汉还引入上海技术交易所

技术确权确价体系，组建上海技术交易

所中部服务中心。新春伊始，武汉发布

《武汉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

措施》，更大力度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供给

侧创新性改革、需求侧市场化配置、服务

侧体系化重塑，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武汉

模式”见行见效。

三是立足产业谋创新。

为避免科创资源“撒胡椒面”，武汉

有的放矢、靶向发力。

武汉根据自身科教人才和产业基础

优势，遴选激光、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等 33 个细分领域，编制产业创

新图谱和技术攻关清单，实施科技重大

专项，开展“里程碑”考核，支持科技领军

企业等创新主体牵头，联合产业链上下

游中小企业协同开展科技创新，系统推

进有组织科研，为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提

供强大技术支撑。

一系列举措结出累累硕果：武汉禾

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攻克“稻米造

血”难题，建成全球首个植物源重组人血

清白蛋白注射液生产线；武汉光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打造全光网产业安全供应

的硬件底座，牵头制定我国首项光电器

件行业 IEC 国际标准；武汉理工氢电科

技公司开展“高效长寿命车用燃料电池

膜电极”重点项目攻关，有望将氢燃料电

池寿命提高 1倍……

立足优势产业布局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武汉成功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看得见

的生产力，按下高质量发展“加速键”。

以“用”为导向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打开武汉地图，沿着高新大道一

路向东 15 公里，再往南纵深 8 公里，一

颗闪亮的科技明珠正冉冉升起。深部

岩土工程扰动模拟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国家作物表型组学研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等一系列重大项目建设如

火如荼，宽阔平坦的道路上车流如梭，

主道支路连网成环，一派繁忙景象。

这里即是光谷科学岛。

2022年 4月，武汉获批建设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以下简称

武汉科创中心）。光谷科学岛正是武

汉科创中心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湖

北东湖科学城的核心承载区。

两年来，湖北省委、省政府将武

汉科创中心作为湖北建设科技强省、

打造中部创新支点、支撑国家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的总开关、总引擎，建

立多项保障机制，全力推进以东湖科

学城、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武汉都

市圈为主体的武汉科创中心建设，强

核引领、壮圈带群，推动武汉科创中

心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大力夯实科学
研究基础

3月 1日，武汉春光和煦。

穿好反光背心、戴好安全帽，记者

走进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现场，只见数十台

各类工程机械正在忙碌，项目主体工

程快速“生长”。

“力争 6 月实现结构封顶，11 月底

完工。”中建三局城市投资运营公司武

汉新城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

12 月，项目正式启动，目前已完成桩基

施工。

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是光谷科学岛首个大科

学装置，将全面揭示工程扰动条件下

深部岩土体结构、状态与行为演变规

律，大幅提升我国深部工程技术领域

创新能力和水平，为交通、水利、能源

等领域工程建设加速向深部拓展提供

重要科技支撑。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正成为武汉科

创中心建设的“加速器”。

在东湖科学城，国家脉冲强磁场

科学中心已建成国际领先的脉冲强磁

场设施，创造了 64 特斯拉平顶脉冲磁

场强度等多项世界纪录。

国 家 脉 冲 强 磁 场 科 学 中 心 主 任

李亮说，为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脉

冲强磁场实验装置亟待全面优化提

升。“目前，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优化

提升项目基建工程施工和工艺系统

建设，均在有序推进，力争 4 年半内

完 成 建 设 任 务 ，5 年 内 通 过 国 家 验

收。”他说。

李亮认为，该优化提升项目是湖

北省打造科技创新高地、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将建成综合性

能全球领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脉冲

强磁场科学中心，在支撑前沿基础研

究、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集聚高端

人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力争成为

武汉科创中心建设的一面旗帜。

目前，一个科学特征明显、创新要

素集聚、策源能力突出、科创活力迸发

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东湖科学城已初

现雏形。

“10 家省实验室正加快建设，一批

重大设施列入国家建设和规划，高端

生物医学成像等 5 个自主谋划设施已

启动建设。”湖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

厅长冯艳飞表示，目前湖北战略科技

力量矩阵已基本形成，东湖科学城已

发展成为国内高能级创新平台最集中

的区域之一。

聚力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

肺 部 常 规 的 影 像 学 检 测 手 段 包

括 胸 透 、CT 和 PET 等 技 术 ，无 法 实

现 肺 部 通 气 、气 血 交 换 功 能 定 量 检

测。磁共振成像技术是一种对人体

无损、无电离辐射的检测手段，能对

人体大部分组织和器官的结构和功

能进行成像，但肺部是临床磁共振成

像“盲区”。

穿上特制“小马甲”，吸入特制的

氙气，3.5秒后，人体肺部气体磁共振成

像装备就能拍出一幅人体肺部磁共振

3D 影像。图像中，气体抵达肺部的位

置清晰可见，肺部微结构、健康状态等

一目了然。

快速采样、精准成像，中国科学院

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研究

员周欣团队的这一研究成果可看清

“盲区”，实现肺部通气、气血交换功能

可视化，对于多种疾病的诊断具有重

要意义。

目前，湖北正支持中国科学院精

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和华中

科技大学共建生物医学影像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该设施建成后，将为我国

生物医学基础研究、高端生命科学仪

器与医学影像装备的研制与应用提供

先进的科研环境和实验条件，全面提

升生物医学前沿及健康领域开展原创

性研究的能力。

生命健康是湖北五大优势产业之

一，也是武汉科创中心聚力突破一批

关键核心技术的缩影。

“湖北瞄准关键核心技术，开展体

系化、任务型技术攻关，取得了一批重

大成果。”冯艳飞介绍，湖北省集中力

量在国家战略所向、核心利益所在、产

业发展所需的光通信、生物育种等领

域，实施“尖刀”技术攻关工程，世界级

产业创新高地正在这里加快形成。

近两年，湖北省超过 1万项绿色技

术成果成功转化落地，光谷实验室研

发出 IC 光刻机机械设计系统，武汉超

算中心在“单源最短路径”评比中摘得

全球榜首。

同时，武汉全力建设全球规模最

大碳排放权登记结算机构，构建全球

碳交易注册登记中心、全国碳市场中

心和碳金融中心，打造长江经济带绿

色创新高地。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3 年全球

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武汉在全球科技

集群排名中位列第 13位。

随着越来越多首创成果的涌现，

武汉科创中心以核心竞争力制胜新赛

道，底气十足。

全力创建协同
创新格局

“我们申报的光谷科技创新大走

廊协同创新项目，现在进展很顺利。”3

月 1日，黄石哈特贝尔精密锻造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成果将实现

多品种变批量轴承高稳定高效率低消

耗制造。

去年 4 月，湖北出台《加快推进光

谷科技创新大走廊协同创新高质量发

展行动方案（2023—2025 年）》，旨在建

立健全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跨区域协

同创新机制，明确每个项目可申报的

发展资金额度为 100万元到 200万元。

以科创大走廊为纽带，武汉都市

圈“创新策源在科学城—孵化转化在

大走廊—价值溢出在都市圈”的协同

创新格局初步成型。

2023 年，长江科技创新要素大会

在武汉举办。湖北联合江西、湖南共

同建设综合科技服务平台，成立综合

科技服务联盟，发起中部天使投资联

盟，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要素汇

聚融合。

近日，《2024 年加快推进武汉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

要点》发布，列出 5 个方面、21 项重点

建设任务。围绕构建多层次高水平开

放合作网络，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强化

都市圈创新协同，构建长江中游城市

群协同创新共同体，推进科技支撑长

江大保护，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同时，提出加强与北京、上海、粤港澳

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和成渝、西安区

域科创中心创新网络对接融合，推动

形成承东启西、双向互济的创新合作

格局。

冯艳飞说，接下来，湖北将全力以

赴把湖北的科研优势、人才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进一步强化武汉科创中

心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发展中的主

引擎地位，为湖北建设全国构建新发

展格局先行区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提供强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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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武汉“光谷光子号”空轨列车。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