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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厚德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左铁镛院士工作站2019年成立。依据企业战略发展方向，

该院士工作站牢牢抓住市场导向，专注于有机树脂类废物、动力电池废料等无害化处理、资源化

利用及相关技术装备研发，为企业创新赋能。

中国工程院院士左铁镛是著名材料学家和循环经济专家。左铁镛院士工作站落户常州厚德

再生后，在关键技术突破、科技成果转化、高层次人才引育等方面实现助力企业更快发展。

在技术研发方面，2019-2022年，左铁镛院士工作站开发出多源有机树脂脱毒纯化、表面活

化、选择性聚合协同制备高性能环保建材关键技术、废线路板多组份协同高值化利用与定向分离

关键核心技术、含铜污泥快速干化关键技术等数十项集成科技技术成果；2023年左铁镛院士团

队聚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关键技术攻关，着手开展废旧新能源动力电池拆解与高值化利用技术

研发。

同时，左铁镛院士工作站承担多项科研项目，包括 2019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固废资源化”

重点专项“废树脂粉末协同干膜废料复合材料化技术”、2021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工业废渣

（有机树脂类）综合利用项目”、2022年常州市科技成果转化培育项目“废旧动力电池分选与正负

极材料再生研发及产业化”、2023年江苏省双创团队项目“磷酸铁锂电池全组分高值化清洁回收

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等。

此外，该院士工作站先后引进高分子材料、应用化学、复合材料、循环经济等相关专业领域专

家人才8名，培养相关领域研发人员10余名，研发人员达到55人；联合左铁镛院士团队成员申请

并授权专利100余项，主持制定国内首项有机树脂类废物综合利用领域行业标准，推动制定废线

路板回收利用国家标准和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国家标准。依托院士工作站，常州厚德再生已获批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潜在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江苏省产教融合试点企业、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等，并荣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等多项荣誉。

2023年 4月，青岛安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建立南志标院士工作站。该院士工作站围绕国家需求和行业发展需

要，以黄河三角洲地区重要牧草、草坪草、生态修复用草和乡土草为研究对象，主要涵盖草类植物资源收集与评价、耐

盐碱基因挖掘与种质创新、新品种选育、草种扩繁、草地生态、饲草加工与利用和草坪学等研究方向和领域，开展科技

成果推广转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志标是我国草业科学学科带头人之一。建站一年多以来，在南志标院士带领下，青岛安快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与兰州大学、青岛农业大学等协同创新，在牧草种质资源挖掘、基因功能解析、新品种选育、草坪智能

管理、栽培草地生态等领域取得众多高水平科研成果，尤其是开展黄河流域多省份栽培草地高效生产和杂草生态防

控研究，有力助推安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平台建设和科技创新水平提升。

南志标院士工作站团队不仅在人才建设上成效显著，还取得了突破性创新成果。青岛农业大学草业学院副院长

孙娟教授获批教育部重点人才工程特聘教授，实现了青岛农大的历史性突破；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授张兴

旭入选国家人才计划青年拔尖人

才。同时，获批国家级、省部级高

水平科技项目 15项，其中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取得专利成

果转化1项，并在黄河三角洲盐碱

草地甲烷（CH4）代谢的微生物调

控机制、我国不同生境草地碳固

存对放牧强度的响应分异及机

制、重要豆科牧草和生态草白三

叶（Trifolium repens L.）染色体水

平的高质量基因组等方面研究取

得重要进展；发表SCI论文21篇，

中文论文14篇。

2017年11月，湖南西交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卢秉

恒签约，卢秉恒院士湘潭工作站在湘潭高新区成立。湖南西交智造科技有限公司和卢秉恒

院士湘潭工作站专注于增材制造高端装备、材料、软件等领域研发生产销售，服务航空航天、

国家电网、医疗、工业、教育培训、文化创意等领域，推动湖南省及湘潭市企业转型升级。同

时，在湘潭市转化落地西安交通大学和卢秉恒院士团队研发的3D打印最新成果。

近年来，湖南西交智造科技有限公司充分发挥卢秉恒院士湘潭工作站及其科研团队的

科技创新优势，充分发挥增材制造技术在先进制造业中的重要作用，集聚优秀人才、科研力

量、产业化应用等方面的优势，实现强强联合、共同研发3D打印技术在精准医疗、工业应用、

教育系统等方面产业化所需的关键共性技术。

在高端装备领域，成功研发1500-2100mm大幅面光固化3D打印设备，技术水平达到国

内一流；研发的高端陶瓷 3D打印装备，预计 2024年年底正式发布样机。在精准医疗领域，

整合国家增材创新中心和西交智造的资源和成果，致力于精准医疗应用，在湖南省的多家医

院做了大量的临床应用。在工业应用领域，实现3D打印科研成果产业化应用，全面提升3D
打印技术的产业化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为地区先进制造业和地方特色增材制造技术产业

化发展提供成功的示范模式。在教育领域，联合地区职业教育学校建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开展专业技术培训，通过示范基地带动产业发展，组建多方位的3D打印技术人才团队；通过

加强高校科研团队的紧密合作，以中小学3D打印普及教育为辅助手段，实现“院士工作站+
技术培训示范基地+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基础教育示范中心”多角度系统化的产业技术培

训，构建人才培养体系。

2012年，保定华翼风电叶片研究开发有限公司院士工作站成立。该院士工作站建立目的是为促进企业在风

能领域的科技进步与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华翼风电聘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建中等为企业的高级专家顾

问，为企业提供国家能源领域的前沿信息和为企业创新发展把脉定向。

徐建中院士是杰出的工程热物理专家，从事叶轮机械气动热力学、计算流体力学、多相流动、燃气轮机、分布

式能源系统、风能发电、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工作。通过与徐建中院士开展行业相

关科研项目合作，完成成果转化，形成知识产权，促进华翼风电的科技创新，推进产学研的深入发展。

在新技术新工艺研发方面，华翼风电开发出了叶片降本增效设计及产业化、2.5MW风电叶片噪声特性分析

与设计技术、增大叶片扫风面积增加风能捕获技术、以极限载荷为主要约束的多目标优化方法、叶片采用弯扭掠

相结合的全三维设计等；在新产品方面，华翼风电开展超低风速叶片设计开发，在提高叶片发电量的同时控制叶

片载荷，进行了1个型号叶片的气动、结构设计及中试生产，开发新产品GW83.4米风电叶片，并进行批量生产。

此外，通过与徐建中院士及其团队合作研发，华翼风电取得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截至目

前，该企业拥有专利39项，其中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24项、软件著作权3项；专利授权36项、其中发明专

利9项、实用新型专利24项、软件著作权3项。

2022年10月，乐山勤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工程院院士蒋剑春及其专家团队签订院士专家工作站合作协议书；2023年5月

乐山勤力院士专家工作站正式授牌成立。

蒋剑春院士是林产化学工程专家，主要从事生物质热化学转化技术研究。乐山勤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坐落于乐

山高新区，是以厌氧工程技术（沼气工程）为核心打造有机循环农业全产业链的专业技术企业。乐山勤力院士专家工作站依托院士和

高层次专家资源，以企业为主体，以沼气循环经济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需求为导向，以产学研合作项目为纽带，紧紧围绕乐山市林竹

产业发展，为企业自主创新和乐山市林竹产业优化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乐山勤力院士专家工作站在产学研合作、技术难题攻关、人才培养与交流、政策咨询与服务、项目合作、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一系

列成效。该工作站与四川师范大学、中国林科院林业化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成都沼气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等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市场分析、战略规划等服务，帮助企业把握发展方向；共同开展林竹产业相关技

术攻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等形式，加强与企业的人才交流，提升企业员工的技术水平；与企业共同申报国

家和地方的科技项目，争取资金支持，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将院士专家团队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为企业

创造经济效益等。

乐山勤力院士专家工作站充分发挥院士专家的引领作用，为乐山市林竹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持，促

进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同时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7年9月，尤政院士工作站揭牌成立。尤政院士工作站是由山东省科技厅

与淄博高新区MEMS研究院联合共建，旨在发挥中国工程院院士尤政及其团队在

国内外MEMS领域的领军作用，凝聚高端智力，推动淄博高新区、淄博市的MEMS
和集成电路产业跨越式发展。

尤政院士是我国机械电子工程专家，在国内率先开展微纳技术及其空间应用

研究，率先开展微卫星技术创新与工程实践。尤政院士工作站建站以来，助力淄

博高新区企业不断开展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推动高新区产业升级转型。

在人才聚集效应方面，该院士工作站吸引了大量高层次人才入驻，形成了一

支以尤政院士为核心、由清华大学研究员周斌、北京大学教授杨振川、北京科技大

学教授滕蛟等30余名国内外知名专家组成的科研团队。

在科研成果方面，该院士工作站开发了 180余项核心工艺和 3种成套体硅加

工标准工艺；自研出MEMS继电器、压阻式压力计、高温恶劣环境用温度传感器

等；开发基于 SOG工艺器件（MEMS陀螺仪、MEMS加速度、MEMS继电器等）用

的圆片级封装技术和MEMS先进集成三维异质异构集成技术，在国内外发表高水

平文章27篇，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21项。

在产学研结合方面，该院士工作站举办首届中国（淄博）MEMS产业战略高峰

论坛，淄博高新区MEMS研究院硅微机械陀螺、加速度计、继电器等产品下线，同

时，举行了新型MEMS继电器研制项目等10个合作项目的签约仪式；链接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先后成立新材料与

工艺中心、仿真与设计中心、集成测试中心，为拉动区域人才聚集和促进当地新旧

动能转换提供新引擎。

2020年 9月，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祖彦与杭州中科极光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三基

色LD激光显示技术开发”院士工作站，同年11月，该站正式认定为杭州市院士工作站。

许祖彦院士是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激光技术专家，长期从事可调谐

激光、全固态激光和光学非线性研究及应用。该院士工作站以许祖彦院士领衔的科研团

队为基础，主要攻克超高清激光显示设计、光源模组、散斑抑制、图像处理、整机研发与产

业应用关键核心技术。

该院士工作站研究工作主要包括：围绕激光显示核心光源，建成三基色LD激光光源

模组研发平台，开展激光模组设计和研发，激光模组高效率非相干组束、高效热管理、色

温智能控制等关键技术研究，形成集参数测量与数据库管理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研发与测

试平台；围绕超高清光学显示照明技术建成光学仿真设计与评测平台，以现代光学仿真

软件和检测设备为基础，针对光学成像、散斑抑制、匀场照明、高质量超短焦照明系统设

计以及光学元件和装校等开展光学系统仿真设计与性能检测评价，迅速验证新产品的规

格与性能；围绕超高清图像处理技术，建成激光显示系统图像处理与测试平台。作为激

光显示技术共性显示技术研究的基础，在大色域颜色管理和视频信息获取、编辑、处理等

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开展高清晰度视频数据处理与评价研究，利用本平台开展

激光全息图像算法研究，计算及优化三维物体的快速建模；围绕激光显示整机研发与产

业应用，建成激光显示综合性能表征与评估平台，可提供符合行业、国标以及国际标准的

显示设备的综合性能的测试环境，满足超高清激光显示产业应用需求。

通过近年来的建设，该院士工作站取得阶段性成果：2021年，院士工作站成员参加中

国工程院2020年重大咨询项目《新材料发展战略研究》，牵头编写新型显示部分；参与撰

写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报告《显示技术产业化新进展》。2022年，北京冬奥会闭幕式“折

柳送别“环节中，舞台中央参天大树，由许祖彦院士及团队领衔研发的超高清激光显示技

术呈现；许祖彦院士及其团队依托中科极光获得中国光学工程学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此外，院士团队牵头筹建激光显示国家创新平台，实施方案已获批。

2011年12月，光华科技院士工作站在汕头高新区成立，引进中国工程院院士邱定藩创新团队，在企业电子

化学品研发生产经验基础上，发展循环经济新工艺、新技术，重点以电子行业废弃物回收后的低端初级化学制

品为原料，经过特定的除杂、精制、提纯技术处理，最后形成高端的化学制品——电子化学品返回电子行业使

用，形成“电子行业→废弃物→初级化学制品→电子化学品→电子行业”循环体系。

由邱定蕃院士统筹领衔的创新团队为企业提供发展战略咨询和技术指导，根据光华科技及行业需要，以

项目为纽带，开展技术咨询、技术攻关、开发新产品，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和实际问题；开展企业科技人员培

训，举办“工业绿色化”专题讲座，为企业技术人员提供实验设计方案及培训，培养企业创新型人才，协助光华

科技开展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协助光华科技建立健全院士工作站创新平台，对企业发展战略、组织架构、管理

制度、实验室建设等提出意见；开展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研究以及创新产品研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协助光

华科技推进新产品的产业化。

2021年，光华科技承担的“失效锂电池多元素梯级回收及污染物无害化处置关键技术与示范”项目获得广

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助力光华科技企业实现“双碳”发展目标，打造国际先进的锂电池材料制造与再生利

用全生命的价值链，致力于促进企业成为国内领先的电池材料与循环一体化的创新型企业。

特别策划特别策划

西部科学城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暨李克强

院士工作站 2022 年 4 月成立。紧密围绕重庆市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总体部署和成渝 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总体战略，积极联动长安汽车、赛力斯、

中信科智联、中国汽研、招商车研、国汽智联、重庆

大学等头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着力打造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主平台，助力

重庆市万亿元级汽车产业集群建设。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李克强是国家

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也是智能网联

汽车概念、车路云一体化“中国方案”的提出者与产

业化推动者。立足西部（重庆）科学城，依托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西部智联致力于打造“国

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开放式国际化高端研发机构，

积极培育引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力争形成“车—

路—云”为一体的百亿元级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

群，推动重庆市迈入全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第一梯队，打造智能网联汽车中国方案名片、助力重庆市建设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

业集群。

作为国内首个智能网联汽车院士工作站，西部智联经过两年多发展，已成为引领智能网联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平台。2023年，西部

智联参与国家/地方科研项目策划13项，获批国家项目1项、重庆市项目6项；成功孵化落地西部车网、西部智数、西部清研、西部智车等

企业。

同时，在推动车路云一体化“中国方案”落地方面，西部智联基于车云、路云等核心标准，构建云控基础平台系统；自研开发出基于国

产大算力芯片的智能路侧感知设备和基于国产大算力芯片的智能路侧；联合长安汽车、赛力斯开发出具备L4级自动驾驶的车型平台。

同时与头部机构、高校深度合作，开展系列研发攻坚和产业合作，主要包括与长安汽车、赛力斯协同开发智能线控及网联研发平台车；联

合招商车研、中国汽研共同开展重庆市智能网联汽车安全监管与研发测试工作；与长安福特共研新能源网联汽车大数据挖掘模型，与招

商车研联合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西部山地仿真场景库等。

此外，西部智联充分发挥专家智库作用，开展智能网联汽车政策研究、产业支持、行业合作等相关工作，2023年累计开展行业蓝皮

书、白皮书和产业年鉴等合作编制工作4项。

坐标：西部（重庆）科学城
院士：李克强
亮点：首次提出智能网联汽车概念、车路云一体化“中国方案”并推动其产业化

坐标：常州高新区
院士：左铁镛
亮点：主持制定国内首项有机树脂类废物综合利用领域行业标准

坐标：青岛高新区
院士：南志标
亮点：黄河三角洲盐碱草地甲烷（CH4）代谢的微生物调控机制研
究取得重要进展

坐标：湘潭高新区
院士：卢秉恒
亮点：3D打印最新成果在湘潭市转化落地

坐标：保定高新区
院士：徐建中
亮点：推动风电叶片降本增效及产业化

坐标：乐山高新区
院士：蒋剑春
亮点：为企业自主创新和乐山市林竹产业优化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坐标：淄博高新区
院士：尤政
亮点：在国内率先开展微纳技术及其空间应用研究，率先开展微卫星技术创新与工程实践

坐标：萧山临江高新区
院士：许祖彦
亮点：牵头筹建激光显示国家创新平台

坐标：汕头高新区
院士：邱定蕃
亮点：“失效锂电池多元素梯级回收及污染物无害化处置关键
技术与示范”项目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近年来，多个国家高新区积极推进院士工作站建设，搭建了一批高水平产学研
合作平台，集聚了一批科技领军人才，攻克了一批行业共性关键技术。“院士天团”
依托高新区企业的项目平台，凭借深厚的智力优势和宽广的视角，促进“产学研
用”紧密结合，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和应用，为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贡献。

值此两院院士大会召开之际，本报撷取部分国家高新区院士工作站的实践案例，
向您展示高端智力资源为国家高新区带来的强劲发展动能。

尤政院士工作站

李克强院士工作站

左铁镛院士工作站

勤力院士专家工作站

南志标院士工作站

光华科技院士工作站

华翼风电院士工作站

卢秉恒院士湘潭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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