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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4第三届中国（赣州）永磁电机产业创新发

展大会在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赣州高新区）举办。大

会上，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

产业创新路径。

永磁电机产业是稀土新材料及应用产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近年来，赣州高新区以科技创新推动稀

土新材料及应用产业进步。在这里，新技术正成为

激发稀土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原动力；不断汇聚的

各类人才为稀土新材料及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关键支撑；持续完善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让各类生产

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园区稀土新材料及应用产业

不断释放澎湃动力。

引进科研平台

赣州高新区是“中国稀金谷”核心区，也是赣州市唯

一的国家级高新区和自主创新示范区。自建立以来，赣

州高新区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积极抢抓振兴发

展机遇，逐步成为赣州市乃至江西省的科技创新高地和

经济增长极。

近年来，赣州高新区围绕稀土新材料及应用产业

链，加快实施延链补链强链行动，点燃发展新引擎，高标

准打造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

“冷却棒的测温点很重要，要把温度分布测出来。”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赣州高新区的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

研究院，看到该院党委书记齐涛和科研人员正忙着开展

大型海上风电电机项目的技术攻关，致力突破装备使用

寿命和成本难题。

“我们采用大团队集中攻关模式，多学科交叉融合，

100 多人组成的团队通过一次次实验，突破了一个个技

术难题。”上述科研攻关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团队利用

稀土新材料研发的海上风电设备，发电能力将比传统设

备提高 20%，节约永磁材料用量 10%以上。

以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为核心，国家稀土功

能材料创新中心、国家钨与稀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等一批“国字号”科研平台陆续落户赣州高新区，构筑起

稀土领域的科研高地。这些科研平台为园区企业解决

技术难题近百项，累计参与标准修、制订 11项，为全区产

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最强大脑’就在身边，园区企业碰上什么技术难

题，随时都能找到硬核外援。”赣州高新区相关负责人

说，这一“近水楼台”的优势形成了强磁场，吸引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纷至沓来。

如今，赣州高新区已聚集 89家规上稀土稀有金属新

材料及应用企业。在创新平台智力支持下，产业“聚链

成群”，企业“众木成林”。

构建转化体系

赣州高新区着力健全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推动科技

成果落地。

不久前，赣州市科技成果转化中心钨和稀土新材

料及应用分中心在赣州高新区揭牌成立。揭牌仪式

后，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与赣州高新区签订合

作协议，双方将聚焦共建产学研示范区、产业技术高地

等目标，围绕科技、产业、人才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大

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稀土新材

料产业基地。

据了解，钨和稀土新材料及应用分中心将以企业技

术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供给为支撑，以科技成果产

业化为目标，着力拓展钨和稀土新材料及应用领域，培

育壮大以钨和稀土为关键材料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

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在赣州高新区中科融合产业园内，中科鸿虔新材料

有限公司的“国六标准柴油车尾气净化新材料”项目正

在快马加鞭赶进度。

“项目技术方是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贺泓院

士团队，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中科鸿虔新材料有限

公司负责人叶斌介绍，该项目预计每年可量产大气污染

控制环保新材料 3000吨，年产值 10亿元。

距离中科鸿虔新材料有限公司工地不远处，赣州

稀土友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一项技改项目也在紧

锣密鼓地施工中，项目同样由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

究院提供技术支持。项目达产后，公司年产能将提升

3.7 倍，有望成为全国单体产能最大的钕铁硼废料回

收企业。

赣州高新区成立专项小组负责需求对接、成果落

地到成果转化工作，健全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积极打

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最后一公里”；探索

“院士团队+创投基金”模式，打造中科育成中心、中科

融合产业园、永磁电机产业园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转

化承载平台。目前，赣州高新区已落地 7 个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推动企业成果转化，

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迫切需要。”挂职赣州高新区

管委会副主任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王琦介绍，

赣州高新区一个个科技型、创新型企业的茁壮成长，能

够为赣州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更厚实的基础和充

足的底气。

坚持深化改革

赣州高新区稀土新材料及应用产业扬帆而上、乘势

而起的背后，是改革创新的澎湃力量。

赣州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赣州高新区坚持“高

新事高兴办”，让企业来高新区办事开心、放心。园区扎

实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拿地即开工、竣工即投

产”“双容双承诺”“异地通办”“跨省通办”等改革；成立

市场化招商服务公司，设立基金 6只，总规模达 55亿元，

其中基金总规模 2 亿元的赣州中科壹号创投基金，是赣

州市的首只科技创投基金。一系列举措支持下，稀土新

材料及应用企业在赣州高新区得以大展身手。

此外，园区积极推动稀土人才培育。赣州高新区

和 赣 县 区 联 合 出 台 了“ 人 才 新 政 15 条 ”，推 出“8 个

2000 万元”奖励措施，组建人才发展公司。同时，赣州

高新区创办中国稀金谷稀金产业学院，已招收 1500 余

名学生。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赣州高新区正在塑造发

展新优势。“近年来，赣州高新区通过建设‘中国稀金谷’，

打造了一个集研发、生产、应用于一体的稀土产业高

地。目前，赣州高新区已吸引中科三环（赣州）新材料有

限公司、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菲仕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落户。这些企业的入

驻，不仅提升了赣州高新区的产业竞争力，也为永磁电

机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科学院院士沈保

根说。

“未来，赣州高新区将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

加快发展，一步一个脚印，书写赣州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的崭新篇章。”赣州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说。

赣州高新区打造稀土新材料高地

产业“聚链成群”企业“众木成林”

实验室产生的科研突破却在临床试

验中无人问津；做了一半的项目被发现

技术成本过高，连样品都难以制作；不熟

悉相关政策法规，导致高成本投入的成

果最终未能获批……

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不少企业

曾受到类似问题的困扰。去年，西安高新

区建设了陕西省首个医疗器械概念验证

中心——西安高新医疗器械概念验证中

心，由西安联创生物医药孵化器（以下简

称“联创孵化器”）提供概念验证服务。

近日，记者走进西安高新区，了解西

安高新医疗器械概念验证中心如何探索

通过概念验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初

一公里”，助力科技之花结出产业之果。

陕西在生物医药方面科研实力雄

厚。作为全省生物医药产业企业数量最

多、服务最完整的区域，西安高新区以科

技创新为主线，大力推动医工交叉融合

创新，培育医疗器械和特色健康产业，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

但是，生物医药转化领域仍存在一些

问题，生物医药创新产品前端研发独立运

行、后端市场应用困难便是其中之一。

联创孵化器总经理刘海鹏认为，开展

概念验证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概念验证内容包括技术概念和商业

概念。其中，技术概念回答“是否做得

出”的问题，即讨论技术可行性；商业概

念回答“能否卖得动”的问题，关注市场

需求。

“概念验证中心将原始创新的‘想法’

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样品’，再判定其

是否可以成为用得着的‘产品’。”西安高

新区西安创业园主任杨戎说。

西北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二级教

授崔亚丽从事医疗科研工作近 30 年，在

体外诊断领域研发出诸多新技术、新方

法。她创办的西安金磁纳米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获授权发明专利 44项。“但创新成

果与临床应用之间，还有较长的距离。”

崔亚丽说。

如今，联创孵化器通过开展概念验

证，帮助西安金磁纳米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以自主抗体“金磁微粒”打开了体外试

剂检测市场。

为了让医疗器械产品更好地经受住

技术与市场的考验，联创孵化器以“问题

倒推”模式从源头有效提升项目与市场

匹配度。

7月初，刘海鹏带领团队走访西北工

业大学李教授团队，欣喜地看到团队的

在研项目已进入应用研发阶段。今年

初，联创孵化器了解到团队正在进行手

术机器人项目研发，但苦于不了解项目

实际应用需求和市场前景，陷入了困境。

联创孵化器邀请产业公司、投资机

构、销售团队和临床医生一起对项目开

展概念验证。概念验证团队从市场端和

临床应用端反馈项目的应用价值和市场

前景，并梳理出项目在药监注册中的分

类及注册方法，帮助团队厘清了手术机

器人的研发应用路径。

“概念验证帮助原始创新成果进入

‘工业化’阶段，进而使科技成果‘产品化’，

最终通过天使投资、孵化器完成‘商品化’

进入市场。”刘海鹏说。

今年 6 月，陕西省科技厅发布《加快

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的实施意

见》，围绕生物医药、光子、氢能及储能、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等新

赛道，以“概念验证+中试基地”双支撑加

快科技成果产业化。

作为西部高新科技产业前沿领地，

西安高新区已聚集重点实验室、工程技

术中心等市级及以上创新平台 210家、以

企业为主的创新平台 146个，多层次创新

平台体系加速成型。

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杨华介

绍，西安高新区将进一步打通创新链产

业链壁垒，全力打造技术创新有力、产业

链条完善、市场应用充分的生物医药产

业新格局。

以概念验证解决科技创新落地难题

西安高新区打通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景阳 王春）记者 7 月 29 日获悉，暖城鄂尔多斯

（上海）人才科创中心揭牌仪式日前在上海举行，科创中心启动运营。

仪式上，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鄂尔多斯市委副书记、市长

杜汇良等共同为科创中心揭牌，入驻科创中心团队代表和鄂尔多斯市驻

上海企业代表分别发言。

暖城鄂尔多斯（上海）人才科创中心是上海市链接整合创新资源的重要

窗口。中心采用“1+N”的建设模式，以上海市为“中心飞地”，以长三角多城

市为“云飞地”，形成网络化的科技人才招引和创新服务体系；集聚上海优势

创新资源，引进集成技术、人才、企业、金融等创新要素，推进创新链产业链

深度融合；实现孵化在上海、转化在鄂尔多斯，研发在上海、生产在鄂尔多

斯，育才在上海、引才在鄂尔多斯，市场在上海、贡献在鄂尔多斯，形成区域

创新联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双向飞地”新模式，助推鄂尔多斯市建立高端

科创人才集聚地、高能级科研平台集群以及高质量成果转化集聚区。

暖城鄂尔多斯（上海）

人才科创中心启动运营

近年来，贵州省贵阳综合保税区利用“贵商易”大数据平台，积极帮助

辖区企业找政策、找政府、找资金、找服务、找市场、找人才、找厂房，架起

了政企服务“连心桥”。

贵州祥恒包装有限公司是贵阳综合保税区引进的重点企业，一度受

到无抵押物等因素影响，无法直接从银行获得融资，生产经营受到很大限

制。贵阳综合保税区利用“贵商易”大数据平台精准画像，从贵阳市工业

发展资金池为贵州祥恒包装有限公司争取到了 6000 万元的资金支持。

解决资金困扰后，短短两年时间，贵州祥恒包装有限公司的产值从 4421

万元攀升到 1.7亿元。

“贵商易”大数据平台是贵州省对企服务统一平台，首创了融通“政

府、企业、金融机构、消费者”四端数据的对企服务新模式，围绕企业全生

命周期创新开发了“七找服务”。贵阳综合保税区成立工作专班，将“贵商

易”大数据平台的宣传推广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抓手，推动各项助企纾困

政策、资金、项目、人才精准直达企业，促进经营主体持续健康平稳发展。

贵阳综保区

为企业做好“七找服务”

科技日报讯（记者赵向南 韩荣）记者 7月 29日获悉，“晋创谷·大同”

人才发展综合服务站日前在山西省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揭牌启用。作为

“一站式”人才服务综合体和人力资源配置平台，“晋创谷·大同”人才发展

综合服务站集招才引智、校企对接、政策咨询等功能为一体，旨在促进以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晋创谷·大同”人才发展综合服务站规划办公区、活动区与

悦读区三大板块。办公区专设人才服务窗口，配备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服

务中心的专员，提供一站式服务，力求实现“办事不出园区”；活动区可举

办各类活动，比如宣介会、岗位推介会等；悦读区融合阅读与商务功能，异

形书架既可藏书又可展示企业文化。

此外，“晋创谷·大同”人才发展综合服务站将进一步强化人才链建设，通

过科技创新与人才引进，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开放包容的科技人才

生态，精准对接入驻企业及科研团队需求，为园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山西“晋创谷·大同”

人才发展综合服务站揭牌

科技日报讯 （记者郝晓明）新材料产业是辽宁省沈抚改革创新示范

区重点培育发展的三大主导产业之一。记者 7 月 29 日获悉，辽宁新材料

中试基地日前落地沈抚示范区。这标志着沈抚示范区在推动新材料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方面迈出坚实一步。

2020年，沈抚示范区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双

方围绕高温合金、钛合金、特殊钢、高端轴承等重要科技领域，按照政产学

研用金服相结合的运营模式，立足沈抚示范区，在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企

业培育、高端产业聚集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据介绍，中试基地将依托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中试平台和技术积

累，整合省内科研机构和高校资源，建设一批高标准的中试车间和实验室。

同时，围绕前沿新材料产品创制、概念产品试制及产学研联合攻关等需求，

提供全方位的中试服务和技术支持。此外，中试基地还将积极引进和孵化

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市场潜力的新材料企业，推动形成从研发到产业化的

完整创新链条，实现从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的全过程无缝衔接。

中试基地正式揭牌成立，不仅为沈抚示范区新材料产业发展注入了创

新活力，也为沈抚示范区打造区域创新高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沈抚示范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示范区将全力支持中试基地的建

设和发展，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配套设施、强化政策支持等措施，为中试

基地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提供保障，加快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

线，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为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力量。

辽宁新材料中试基地

落地沈抚示范区

图为贵阳综合保税区一角图为贵阳综合保税区一角。。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在赣州高新区江西粤磁稀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烧结车间，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记录数据。 尹才霞摄

图为位于西安高新区草堂科技产业园的陕西汉唐制药有限公司内，工人在生产车
间包装药品。 新华社记者 邵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