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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新区因地制宜打造中试首选地

本 期 导 读

中国高新网网址：http://www.chinahightech.com

6月22日，为期5天的

2025青岛国际机床展览会

在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落

下帷幕。展会上，来自国

内外的参展商带来先进制

造技术与装备，为当下新

兴智能制造等领域提供智

能化切削加工、金属成形、

数字化工厂、柔性生产线

等行业加工及应用解决方

案。展会还采取线上线下

融合模式，开展企业直播、

供需对接等活动，为机床

加工行业搭建更广阔的对

接采购平台。

图为参观者在2025青
岛国际机床展览会上了解

激光焊接机器人。

新华社发（梁孝鹏/摄）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首批重点

培育中试平台初步名单，全国共有 242家

中试平台入选，涵盖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急

需领域。其中，国家高新区众多中试平台

入选。

中试一端连着创新、一端连着产业，

是连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环

节。数据显示，科技创新成果经过中试，

产业化成功率可达 80%，而未经中试，产

业化成功率只有30%。

西安创新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朱

常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高新区

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在全国均为第

一梯队，天然拥有强烈的转化动机和旺

盛的转化需求，是中试平台布局建设的

首选地。

产业链上中试忙

“中试最现实的价值在于推动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从而加速科技成果

产业化进程。”长城战略咨询合伙人、广州业

务中心总监黄婉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作为我国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核心承

载地，众多国家高新区围绕主导产业积极

布局中试平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AI+新材料 CRDO 中试平台项

目签约仪式在成都高新区举行，该中试平

台以建成国家级高水平新材料中试平台

为发展目标，由四川振兴产业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兴产研院”）、武汉

中科先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武汉先进院”）、成都高新科技创新投资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科集

团”）三方合作共建。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建有 75个中试平

台，覆盖制造业75%重点产业链，8家中试

平台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重点培育中

试平台名单，占四川省入选数量的50%。

下一步，成都高新区将紧扣该高新区

16条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重点支持在集成

电路、创新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链布

局中试平台，尽快形成行业整体中试能

力，并在人工智能、合成生物等前沿领域

超前谋划一批中试平台，确保中试平台建

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在重庆高新区，依托重庆清研理工汽车

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研理工”）

建设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检测中

试平台，数十个试验室灯火通明，第一线工

作人员“三班倒”守在试验台前，全国众多知

名汽车厂商的多个产品部件都是在这里进

行适应性、稳定性、可靠性等专业性试验。

据新华社电 我国首次实现工程

硕博士有组织、成建制、大规模校企

联合培养。这是记者从 6月 17日在

重庆市举办的卓越工程师培养现场

交流推进会上了解到的。

近3年来，中组部等九部委深入实

施工程硕博士改革。教育部学位管理

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介绍说，目前

60多所高校、100多家企业已联合招生

2万多名工程硕博士，教育部、国务院

国资委布局建设4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

学院，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布局

4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

“学生从工程问题入手不断深

挖，可以挖到基础性的科学问题。”

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朱继宏

说，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有效结合

了学校的基础研究和企业的工程实

践问题。

数据显示，试点高校面向关键领

域发布 200多门核心课程，企业提供

5000多个研究课题；首批工程硕士在

实践期间取得2500余项创新成果，校

企联合建设 300 多个工程师技术中

心；遴选2000余名第一线总师、1.2万

余名企业导师参与培养，300多名高

校老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我国工

程硕博士自主培养能力迈上新高。

“目前我们选配的企业导师库有

600余人，都是高级以上职称，集团首

席科学家和首席专家占导师库 20%
以上。”中国电科集团组织人事部副

主任王笑非介绍说，“具备丰富实践

经验的企业导师，能指导学生更好参

与实际工程项目。”

可凭借实践成果答辩获得学位，

是工程硕博士学位评价改革领域的

新突破。

今年起实施的学位法明确，通过

学位论文答辩或者规定的实践成果

答辩，可以授予硕士、博士学位。去

年工程硕博士学位论文与实践成果

基本要求已经发布，专项试点高校已

全部制定了学位申请实施细则。

首批工程硕博士专项毕业生中，

已有 67人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案

例分析报告等实践成果申请学位。

“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比普通的

专业学位学生培养难度更大。”重庆

大学校长王树新说，“但学生从中可

以收获的理论基础更实、实践能力更

强，就业前景和发展潜力也会更好。”

截至今年 5月底，首届工程硕博

士专项 2100多名硕士生中已有 92%
落实毕业去向，其中在实践企业或本

领域相近企业就业达70%，精准服务

国家战略。 （记者 魏冠宇）

▶ 本报记者 李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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