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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明月
湖畔，第七届创客中国重庆市中小企业创
新创业大赛决赛及颁奖典礼在此举行。

台下，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下称重庆高新院）董事长陈锦、
规划发展部部长林培思，密切关注着场上
创客们的路演展示。他们专程从璧山赶
来，正是要与其中11个优质项目的路演
人现场签约，通过对这批项目进行孵化培
育，让它们产生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

自2019年6月成立以来，重庆高新
院通过实行科研成果“孵化+推广+迭代”
全周期培育，让一批科技创新项目从实验
室走向生产线变成真金白银。截至目前，
重庆高新院已孵化25家科技型企业，成
活率100%，累计实现收益约1.5亿元；获
得意向订单额超过8亿元，预计实现产值
16.7亿元。

如何打通科研成果产业化“最后一公
里”？重庆高新院使出了三招。

搭平台
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

业、“中国行业百强企业”等

今年6月，在市经信委发布的本年度
市级“专精特新”企业榜单中，重庆平创半
导体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重庆平
创）榜上有名。

成立于2019年底的重庆平创，是重
庆高新院当年引入重庆大学教授陈显平
及其团队后双方共同创建的，前者以资金
入股，后者以技术入股。

“携手重庆高新院，让我们在科技成
果产业化道路上少走了不少弯路！”陈显
平感慨地说，他带领的科研团队，是国内
最早从事碳化硅功率芯片研究及应用的
队伍之一，但在把研究成果转化成生产力
的过程中，他和团队成员一度遭遇研发资
金不足、缺乏企业管理经验等难题。

在接洽重庆高新院共建企业后，陈
显平和团队在资金、制度建设等多个方
面得到重庆高新院全程帮扶，团队的科
研成果顺利走上生产线——重庆平创成
立一年即获得超过6000万元市场订单，
目前企业在碳化硅芯片器件领域取得
10多项成果专利，在国内率先开发出基
于全碳化硅芯片技术的电源管理与转换
系列产品，特别是完成“升为规上企业、
成为高新技术企业、获批‘专精特新’”的

“三年三级跳”，让企业步入高质量发展
快车道。

“作为通过重庆高新院搭建平台的培
育孵化项目，重庆平创的成长很有代表
性。”陈锦介绍，在重庆平创成立初期，重
庆高新院在中试、管理、市场三个方面积
极为企业赋能。

在中试方面，重庆高新院委派技术
人员入驻企业，为其搭建碳化硅充电桩
中试产线，全程代办充电桩建设项目，帮
助企业通过质量体系认证；在管理方面，
派驻专职董监事，从零开始帮助企业建
章立制，包括搭建组织架构体系、提供财
务及法务支持等，确保企业高效运行；在
市场方面，积极推动企业的新技术新产
品先用先试，比如对重庆平创在完成全
碳化硅充电桩产品开发后，及时协调相
关单位首购首用，推动这一产品成功入
选重庆首轮“新基建”项目，畅通了市场
渠道。

正是通过上述一揽子搭平台举措，截

至目前，重庆高新院培育出1家市级“专
精特新”企业，1家“中国行业百强企业”，
2个“重庆英才”创新创业团队，4家重庆
市新型研发机构，4家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建基地
为引入的科研企业提供产

品正式投产前的各类测试

9月的一天，位于璧山区的重庆高新
院中试基地，钟鸣领衔的科研团队正在实
验室做着各类测试。随着电脑屏上多项
测试数据不断跳动，一个个从外观上看似
毫不起眼的器件，在试验员手中逐渐被制
作成型。

“我们主要从事高端传感器自主研发
制造，产品可应用到航空航天、石油、化工
等多个领域。”钟鸣介绍。

去年8月，与重庆高新院多次接洽
后，钟鸣及其团队在璧山区成立重庆宸硕
测控技术有限公司（下称重庆宸硕），入驻
重庆高新院进行创新研发。企业成立一
年以来，这家公司掌握的关键基础器件核
心技术已获得意向订单额超过2300万
元。

目前，在重庆高新院大楼内，有50多
个类似重庆宸硕这样的科研企业在进行
创新研发，通过重庆高新院提供的中试基
地平台，一大批科研项目在这里进行产业
成果转化。

“此前，我们对璧山区100多家高新
技术企业进行为期数月的摸底调研，发现
它们由于缺乏中试基地等综合服务平台，
无法对样品进行检验测试，严重制约了产
品批量化生产。”陈锦说，重庆高新院为此
投资建设了中试基地，提供给入驻的科研
企业开展产品正式投产前的各类测试，以
此减轻企业负担，加快新产品迭代速度。

重庆华创智能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下称重庆华创）是另一家尝到中试基地
甜头的企业。作为重庆高新院与重庆大
学教授孙跃及其团队联合创建的企业，重
庆华创主要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

线电源技术。
在中试基地开展了两年多的研发，目

前重庆华创已成为行业领先的无线电能
传输核心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供应商，
取得多项质量认证，拥有无线充电相关发
明专利100余项，其动态、大功率无线充
供电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正在规划建
设2000平方米AGV无线充电自动化生
产厂房，预计年产值超过1.5亿元。

中试基地不仅孵化国内企业和高校
的科研成果，不少国外科研项目也慕名而
来——2020年3月，重庆高新院与新加
坡淡马锡理工学院签约共建重庆创新燃
料电池技术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下称重
庆创新燃料），以轻型高功率密度氢燃料
电池系统及其关键部件和材料的研发与
国产化为突破重点，联合开展技术攻关。

两年来，重庆创新燃料通过在中试基
地的研发，已掌握氢燃料电池设计核心技
术，在风冷电堆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拥有多项国际发明专利，并成功开发出多
个型号的超轻空冷式燃料电池电源系统，
部分研发项目已取得市场订单。

重庆高新院成果孵化部部长岳建平
介绍，截至目前，中试基地已引入100多
个成果项目，涉及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
前沿领域，其中无线充电、智能电气等一
批项目累计取得意向订单额超过8亿元，
一批新技术、新成果正在加速落地转化。

组团队
1000多人的复合型专家团

队，帮助科研企业把专利变成订单

持有科技成果的研发团队不懂得市
场，而市场因为不了解科技成果的技术含
量，对下单心存疑虑——这是科技成果转
化普遍面临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要推动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必须
破题这‘最后一公里’。”林培思说，对于这
一难题，重庆高新院集聚了大批科技、工
程、金融、财务等不同行业领域的人才，组
建了一支1000多人的复合型专家团队，
目的正是要推动科技成果完成从实验室

到生产线的“最后一跃”。
林培思介绍，与传统孵化机构普遍存

在的“只给资金、不管技术”“重前期孵化、
轻后期成长”等做法不同，重庆高新院的
科技成果转化方式，是以价值链、利益链、
科技链、金融链、人才链等科技成果全链
条运作为抓手，集中了风投、孵化器、经理
人等多项职能于一身。

在重庆高新院，专利持有人及科创团
队可通过知识产权评估值入股，重庆高新
院和风投机构通过注资参股，项目经理团
队跟投，共同成立混合所有制企业，实现
利益捆绑。同时，重庆高新院还为孵化企
业提供商业构建、法律咨询、政策申请等
全方位服务项目。

由重庆高新院引入重庆文理学院教
授李璐及其团队联合创建的重庆鼎旺科
技有限公司（下称重庆鼎旺），就是这一培
育方式的受益企业之一。

两年前，重庆鼎旺还只是重庆文理学
院柔性光电薄膜及其智慧终端的一个项
目团队，面对国内柔性玻璃产业链上游原
材料市场的迫切需求，团队手上握有13
项授权专利却乏人问津。

在了解该团队的技术优势后，重庆高
新院主动上门对接。通过论证、评估等流
程，双方成功组建重庆鼎旺，其中该团队
通过13项发明专利独家使用权评估作
价，实现技术专利入股。

在研发技术得到认证后，市场销路随
之打开。去年，重庆朗威网联智能控制公
司牵手重庆鼎旺，共同研发出大尺寸柔性
触控液晶智慧屏，目前该产品已进入多家
国内头部显示企业的采购目录，取得意向
订单额超过5.8亿元。同时，重庆鼎旺还
与一家国外企业达成合作，正在建设国内
首个自动化大尺寸硅基新材料显示模组
工厂，投产后将实现产值11亿元以上。

目前，重庆高新院已成功转化来自重
庆大学、厦门大学、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
院等国内外高校近400件原创技术成果，
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
众多新兴产业领域，让一批专利成功转化
为市场订单。

孵化25家科技型企业，成活率100%，国外科研项目也慕名而来

重庆高新院三招助企业把专利变订单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重庆高新院研发现场。（受访者供图）

重庆高新院中试基地。（受访者供图）

璧山高新区，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的科技人员在调试新型碳化硅半导体充电
桩。（摄于2021年2月18日）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谢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