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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你我共享

，节约你我同行

去年7月，我市与上海理工大学建立合作关系，设立技术转移工作站，方便我市企业与其优势
研究项目的工作人员直接对接交流。随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院应用技术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
学、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先后在我市建立起技术转移工作站，站点数量快速扩充至四家。

建立技术转移工作站，邀请专家上门“坐诊”，企业在家门口实现技术对接，深化产学研合作，
促进科研院校的科技信息、技术成果、人才资源等向我市转移，加快我市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和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记者 吕高攀 通讯员 胡建美

16 日，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永康

技术转移工作站站长陈欣一行走进浙

江闽立电动工具有限公司、浙江海王

电器有限公司、浙江信源电器制造有

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对接新产品和新

技术开发工作。

“此次对接是科研项目的后续跟

进，之前我们与上海电动研究所达成合

作意向，共同推进直流锂电工具的技术

攻关工作，同时为下一步合作打好基

础。”信源公司研发总监金红霞介绍。

围绕企业的技术难题和需求，科

研专家与企业技术人员面对面进行技

术交流和对接。对于企业提出的难题

或疑问，专家们不仅积极地进行答疑

解惑、提出建议意见，部分现场无法解

决的难题，还认真收集资料带回上海

做进一步研究。

据悉，四所科研机构会定期组织

专家队伍，根据自己不同的科研专长

和取得的研究成果，与我市不同行业

的企业有效对接，将成果推荐给企业

的同时，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针

对具有行业前瞻性的新项目和新技

术，科研机构则成立专门的课题小组

与企业联合攻关，形成战略性合作伙

伴关系。

“四家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与我

市产业具有很高的关联度，集聚了大

量的技术成果和人才优势，通过建立

技术转移工作站，企业借智借力，可以

进一步提升我市产业层次和市场竞争

力。”市科技局局长李兴周说，目前，我

市已有三锋、飞神、尤奈特、宏伟等多

家企业以技术转移工作站为桥梁，与

科研机构展开合作与交流。

针 对 我 市 工 业 经 济 发 展 的“ 痛

点”，市委书记徐华水一语道破：产业

集聚度很高，但产业层次不高；产品种

类虽多，但结构不合理；模仿能力很

强，但是创新能力不足。在新常态下，

工业经济正面临着“成长的烦恼”、转

型的阵痛和技术供给的不足，迫切需

要引进“高智”，引进和培育一批高层

次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引领产业转

型升级。

邀请与我市企业关联度较高、具

有较强创新研发能力的科研院所和大

专院校，在我市建立技术转移工作

站，可以进一步深化产学研合作，促

进科研院校的科技信息、技术成果、

人才资源等向我市转移，加快我市传

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和高新技术产业的

发展。

据悉，工作站需根据科研机构自

身的专业和人才优势，选择三个以上

镇街区和 15 家以上企业建立长期联

系协作关系，根据联系对象的技术和

人才需求，调动专业和人才资源提供

各类科技服务；建立工作制度，征集企

业技术需求和行业共性难题，推介科

研院校的科技成果，开展科技对接活

动，实施科技项目合作、共建创新载

体、提供项目服务等职能。

李兴周表示，科研院校技术转移

工作站通过这一平台，转化一批科技

创新成果，让科研成果在我市转化为

生产力。同时，强化企业在协同创新

中的主体意识、主动合作意识、共赢发

展意识，让企业与高校院所建立长期

技术依托关系，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促

进企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市科技局积极开展科技

架桥活动，推动技术转移工作站的建

设，一系列科企技术、成果对接平台

的建成犹如给企业建了一个智力库，

既可以对号入座，根据发展需求定单

式请高校专家学者出谋划策，又可以

寻找资源，在高校科研人员已经成熟

的研发成果中，得到新的发展机遇，

用供给侧改革的思维推开企业发展

新的春天。

创新对于企业来讲往往是漫漫长

路，一家企业针对一项技术投入研发

资金，组建科研团队，再反复试验找寻

合理化方案的过程耗时费力。但这样

的痛苦过程对于企业发展来讲必不可

少。为了破解这个根本性问题，我市

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将

引智工作推向新高度。

我市以与各个科研机构共建技术

转移工作站为切入点，探讨将科研机

构的技术、人才优势和成熟科研成果

引入我市，将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与

我市五金工产业优势相结合，实现优

势互补。技术转移工作站的建成，既

可以有效解决我市五金企业技术创新

问题，又解决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承接

载体问题。

中科院合肥研究院
应用技术所

应用技术所是为发展战略新兴

产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通过整合中科院合肥研

究院下设九大科研单元中现有优势

产业方向，组建而成的创新研究单

位。设有六个研究中心：智能车辆

技术研究中心、光电子应用技术研

究中心先进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中

心、光电测控与仪器技术研究中心、

物联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能源

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中心。

主要成果：基于机器视觉智能

检测系统，视觉辅助驾驶系统的开

发及应用，AGV关键技术研究与产

业化，高效智能遥控式烟雾机，四轴

码垛机器人。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始终保持航

天特色、工程特色，坚持自主创新，

不断主动承接国家高、精、尖大型

科技项目，科研实力始终位居全国

高校前列。

优势领域：机器人技术与系

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先进焊接与

连接国家重点实验室，城市水质

保障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国家重

点实验室。

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
全国唯一专业从事全国电动工

具行业共性和关键技术的科研机

构，是全国电动工具行业技术归口

研究所，国家电动工具标准体系的

主要制修订单位。

主要成果：各种电动工具和园

林工具的设计，各种规格的无刷电

机及其控制器研发、汽车、家电、电

力、电动工具和电线电缆行业专用

测试设备，无溶剂绝缘漆和环保型

水溶性绝缘漆，各种规格的电池组

及其管理系统，岸电（船舶码头供

电系统），各种非标设备和仪器的

研发。

上海理工大学
该校长期紧贴制造业行业发

展，积极发挥学校六大学科群（动力

能源与环境工程、光学与电子信息

工程、系统管理科学与工程、先进制

造及装备技术、医疗工程与食品安

全、新媒体与出版印刷）优势资源，

参与服务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战

略合作，在长三角等地，建立了 21

个技术转移工作站、产学研创新分

基地，形成以地方经济和企业技术

需求为导向的知识服务体系。

优 势 领 域 ：拥 有 1 个 国 家 工

程 研 究 中 心、1 个 国 家 工 程 实 验

室、1 个国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 个国家大学科技园、1 个国家技

术 转 移 示 范 机 构 以 及 23 个 省 部

级科研平台。

技术转移破除产业转型升级痛点

专家上门“坐诊”企业借“智”登高

技术专家团队深入了解我市产业转型升级情况技术专家团队深入了解我市产业转型升级情况。。

■相关链接

专家团队定期入企组建课题攻关小组现场解难题

企业走出去引进来相结合借“智”创新建立智力库

技术转移提升五金产业层次和竞争力深化产学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