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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是制造名城，湖南工业大

学作为株洲本土高校，坚持以学科

和产业相结合的模式，围绕本地优

势产业办学。目前，湖南工大已有

七个学院，成为株洲优势产业成员

单位。这些年，学校尝试了多种形

式的合作方式，如共建产业学院、

共建公共开发平台等，在产业人才

培养、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随着高校与地方的对接不断

加深，为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转

移到企业，学校党委也专门成立了

领导工作小组，各个学院将围绕产

业链共建产业研究院，学校创新团

队也将与株洲龙头企业共建研发

小组。学校也将在动力谷自主创新

园设立中式基地，通过中式基地，

将成果快速推向企业。

近两年，株洲围绕着低空经

济、北斗应用领域，氢能源等方面，

向新质生产力产业迈进，学校也将

在今年组建空间技术学院，为新兴

产业的发展提供动力。

株洲不仅是产业之城，也是一

个开放包容的城市。无论是当地政

府，还是园区企业，对高校的合作，

也是秉承着开放和欢迎的态度。因

此，株洲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宜居

地”，依靠株洲的底蕴和完善的产

业链等优势，也会把高校的科技成

果推向更高的舞台。

“牵手”株洲 跑出成果转化加速度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驰
实习生/吴彤宇 文/图

7月17日，湖南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推进大会暨“双高”对接
活动在株举行，在这场“产学研”的盛会中，校企频频迸发出“新火花”。

昨日，记者采访了四名高校院所与会代表，听听他们，如何“牵手”
株洲这座工业之城。

“点菜式”对接 为株企发展注入新动能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蓉

“我们希望寻找有尼龙基热塑性复合材

料、芳纶、耐磨性能材料等相关技术储备的

高校，开展技术合作。”在高分子材料产业领

域交流合作对接闭门会上，株洲时代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杨海洋向

现场 14 所高校代表抛出了校企合作的“绣

球”。当日，共有 40 多位高分子材料领域校

企代表面对面。

“我们学校专门设有一个芳纶研究中

心，在电池隔膜材料、电容膜等方面都有技

术储备，希望加强产教融合。”“我们在功能

聚合物材料、特种工程塑料核心技术开发及

产业应用研究方面也都有技术储备，希望能

携手合作。”湖南大学、怀化学院的专家代表

纷纷“接坨”。

高分子新材料产业是我国七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中国制造 2025”重点发展的十

大领域之一，是工业、国防和科技领域的重

要基础。近年来，株洲已形成以株洲高新

区、渌口区为主体，攸县高新区等为集聚地

的现代高分子新材料与精细化工产业集

群。2022 年 8 月高分子新材料产业获评省

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逐步形成了以聚

酰亚胺材料、高性能芳纶纤维及其复合材

料、高分子减振降噪材料为“三大龙头”，以

功能涂料、树脂基复合材料、功能性膜材料、

绝缘材料及附属制品、新能源复合材料、功

能性橡胶制品、环保材料为“七大支柱”的产

业特色品牌。2023 年，该产业实现产值 315

亿元，集聚了以时代新材、飞鹿股份等上市

公司为龙头的企业 200 余家，其中，规模以

上企业 145家，高新技术企业 85家。

“株洲的高分子材料产业实力雄厚，产

业特色明显，来这里找‘对象’再合适不过。”

多位与会高校专家表示。

已有不少校企“看对眼”。株洲时代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恒泰塑胶有

限公司、湖南亿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企

业，有望与湖南大学、湘潭大学、怀化学院等

高校开展进一步的交流。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朱志纯 陈婉玲

在工业软件与人工智能产业领域交流合作对接

闭门会上，60多名高校专家学者以及政府代表和企

业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前沿和发

展趋势，共话工业软件核心技术与产业创新。

现场，大家围绕“工业软件与人工智能的产

学研协同发展路径”的主题，就工业软件与人工

智能产业领域开展校企交流与对接，畅所欲言，

干货满满。

会上，来自天元智能科学研究院、深圳蜂巢

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精益传动软件科技有限

公司等单位负责人，介绍了企业基本情况，并发

布了研究课题或科技项目技术需求；来自东北大

学的李良敏教授、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彭晓辉副

校长、湖南理工学院的汤小红副校长等专家学

者，介绍了“工业软件与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建

设和待转化创新成果情况。

今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湖南时强

调，要在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方面下更大功

夫，如何答好这道重要命题、答出株洲特色，株

洲高新区一直在思考和探索。

株洲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今天的

交流，各位高校领导对于如何更好推动高校科技

成果转化，有了更加市场化的认知；企业家对于

如何更好运用先进技术推动企业发展，有了更加

清晰的路径；我们政府对于如何更好利用科技创

新推动‘工业软件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也有

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依托雄厚的工业基础，近年来，株洲高新区

在工业软件与人工智能产业领域进行效探索。

2023 年 7 月，天元工业软件园开园，作为湖南省

第一家工业软件园区，发展势头迅猛。截至目

前，入驻企业 20 余家，在谈项目 17 个。同时，

依托株洲“大厂大所”优势，由株洲高新区牵

头、人工智能领域国内顶尖青年科技人才王彧弋

团队领衔，创新组建了天元智能科学研究院，推

动创新成果的快速转化和应用，促进人工智能技

术与株洲产业的深度融合。

智慧赋能
探索通航产业
新未来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杨凌凌
实习生/曾杰豪

在通用航空产业领域对接交流

闭门会上，嘉宾围绕通航产业热烈讨

论，为通用航空高质量发展交流经

验、展示成果、探讨路径、凝聚共识。

不管是医疗卫生、抢险救灾，还

是气象探测、文化体育，工业、农业、

林业、渔业和建筑业等各领域的作业

飞行，通用航空都能“大显身手”，是

一个蕴含着万亿级消费市场潜力的

朝阳产业。

芦淞区是我国“一五”期间重点

建设的六大航空工业基地之一。全

区现有涉航企业 51家，基本形成了集

中小航空发动机研发制造、通航整机

制造、通航运营、配套服务于一体的

全产业链，去年实现产值 245亿元，增

长 9.38%。2021 年，芦淞通用机场空

域纳入湖南省首批低空改革试点空

域，航空小镇获评省级特色工业小

镇。

清华大学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副

研究员何皑表示，通用航空产业链条

长、服务领域广、带动作用强，产业上

下游联动具有巨大产值增长潜力。

他希望以此会议为契机，加强校企之

合作，共促通航产业发展。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张贵表示，株洲在发展无人机应

急救援方面有自身优势，依靠通航产

业的优良基础，株洲可以在无人机应

急救援产业链图谱上大有作为。

湖南翔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负

责人邹向巧表示，公司希望与各高校

一起联合开发产品，进行技术升级。

与会嘉宾畅所欲言，阐述了各自

在技术发展方面的迫切需求，并希望

与高校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攻

坚克难。各大高校的代表也积极展

示了各自的研究方向和最新技术成

果，为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支持和

创新思路。

重点产业交流会 寻觅转化“共振点”

7月 17日，中国科学院院所湖南行（株洲）交流合作闭门会现场。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震 摄

核心提示

7月17日，在湖南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推进大会暨“双高”对接活动上，主办方围绕株洲
重点产业领域，组织开展了多场交流合作闭门
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投资机构等深化对接、
共谋合作，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驰
实习生/吴彤宇

在中国科学院院所湖南行（株洲）交流

合作闭门会上，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协同青

海盐湖研究所、微电子研究所、亚热带农业

生态研究所、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电工研

究所、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上海

光学精密技术研究所、兰州化学物理研究

所、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做客株洲，

与中车株机、时代新材、株硬集团等 20 家在

株企业及湖南科技大学等 3 所高校探讨同

方向、共赛道科研项目携手共行的可能性，

加快项目转化效率。

中科院武汉分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科

院与株洲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围绕株洲

市优势产业和重点领域，推动重点项目建

设，共建创新平台，助力地方企业快速发

展。此次 9 个研究所同时来株，轮流介绍与

分享研究所前沿的科研动向，“点菜式”对

接，让株洲企业快速找到适合自身转化的新

成果。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吴卫

平介绍，目前他们研发的激光焊接技术，可

用于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领域，正适用于

株洲多个制造业领域，与株洲厂所联动，让

产品质量更上一个台阶。不仅如此，株洲制

造业发达，研究所多项技术可与株企联动，

成立“产学研”平台，进行深度合作。而青海

盐湖研究所则是在锂电开发项目上，迎来新

成果，可应用于新能源领域，为产品开发降

本增效。

中车株机研发经理李登科说，激光焊

接、锂电应用等，都可以在轨道交通行业进

行试验，为现有的生产方式增效。

“很高兴此次对接会，能一次性接触到

如此多的顶级院所科技工作者，我把契合的

科研成果做了详细记录，期待下一步对接。”

李登科说，他希望研究所的老师们能前往企

业，在实验室、生产线边，进行深度讨论。

交流会结束后，即便到了午饭时间，研

究员、企业代表们还是三三两两站在一起，

互留联系方式、添加微信。也许不久，新的

成果转化故事，又将在株企上演。

40多位高分子材料领域校企代表面对面 工业软件+人工智能 将擦出怎样的火花

此次推进会上，我们的研发团队与湖南维

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功率半导体用氮化硅基

板烧结装备研制”项目合作协议，该项目落地

后，也会解决关键制品受制于人的局面。

其实我对株洲一直很有情节，虽然我家在

衡阳，但是实际上我来株洲比衡阳更多，基本

上每个月要来一趟株洲。

为什么？不只是与维尚科技的合作，清华

大学材料学院与万融科技、608 所等株洲的企

业院所，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部分项目也

是被株洲推荐为湖南省“揭榜挂帅”重点项

目，以政策为牵引，加速项目落地转化的进

度。

喜欢株洲，是株洲工业根基稳，株洲企业

敢创新、有活力。去过全国很多地方，但还是

觉得株洲创新氛围好，将项目带到这里进行转

化，效率高、麻烦少。

尤其最近几年，材料学院也不断加大与株

洲企业的合作力度，吸引一批学院青年科技人

才奔赴株洲，也吸引了如王智权等一批清华大

学创新团队带着项目来株洲创业。这种浓厚的

创新氛围，也希望株洲能一直保持。

对株洲的印象和了解，就是

城市位于中部地区，交通便利，

不仅是工业实力雄厚，工业种类

多 ， 而 且 上 下 游 产 业 链 相 对 完

善，是企业的聚集地。

种种因素的加持下，株洲的

产业集群密集，对成果转化的需

求 更 甚 ， 高 校 院 所 技 术 的 转 移

“嫁接”，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迫

切需要。反过来看，也正因为有

株洲这个载体，高校院所的科研

技术，有了推广应用和转化吸收

的平台。

从株洲职能部门多次前往中

国科学院各大研究所，足以见得，

政府正努力牵线搭桥，组织交流活

动，促动产学研三方交流，寻找发

展“共振点”，这里也逐渐成为高校

院所成果转移的沃土。

不得不赞叹，也正是因为株

洲产业多元化发展的大好格局，

对高校院所是极具吸引力的。

科技创新，一直是中南大学

的重点工作。近年来，学校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建设特色成果转

化体系，有力促进了学校科技成

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

据不完全统计，依托中南大

学科研技术，在湖南设立的公司

达 1000 家以上，其中培育了 8 家

上市公司。中南大学科技园孵化

基地，累计孵化科技企业 795 家。

同时，学校以校企合作为契机，

引导各类人才在三湘大地上创新

创造、投资兴业，约 12 万校友扎

根湖南。

株洲是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

核心区域，产业基础雄厚、创新

优势明显，与学校的有色金属、

轨道交通等优势学科布局高度契

合。

长期以来，校地合作交流频

繁，自 2022 年 1 月，学校与株洲

签订协同创新合作协议以来，学

校将株洲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重

要基地，双方主要领导建立定期

交流互访机制，推动校地双方围

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共

建等方面开展务实有效的合作，

建立学校和地方“双向奔赴”、科

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发

展模式。

近年来，双方在新能源新材

料产业发展、轨道交通领域大科

学装置建设、民用中小航空发动

机研发、北斗规模应用产业发展

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合作成效，

也推动了中南大学轨道交通、先

进硬质材料、高分子新材料、生

物 医 药 等 领 域 的 一 大 批 科 技 成

果，在株洲落地转化，促成了实

验室样品变成产品，形成产业。

谢志鹏 龙永红刘洪汇 郭学益

浓厚的创新氛围是青睐株洲的原因
清华大学材料学院教授、博导 谢志鹏

多元化产业格局对高校院所极具吸引力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研究员 刘洪汇

株洲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
中南大学副校长 郭学益

围绕本地优势产业办学
湖南工业大学副校长 龙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