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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榜挂帅”蓄势待发
创新挑战赛本周开赛
记者 王心怡 通讯员 王虎羽 俞文明

今年，中国创新挑战赛（宁波）共征集到企
业提交的技术需求217项，其中关键共性技术需
求17项、新兴产业技术场景应用需求8项。经
过对所有需求的现场诊断、审查和重大需求视频
评审，公开发布7项关键共性技术需求、3项新
兴产业技术场景应用需求，90项个性化技术需
求。

这100项企业难题，涵盖了医疗健康、工业
互联网、“5G+”、数字经济、智能物流等5个新
兴产业和人工智能、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重
点领域，来自制造业企业提交的技术难题占比高
达95%，凸显了宁波作为“制造大市”的深厚
底蕴和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诉求。

经过前期的广泛发动、定向邀约，10项重
大需求收到前期意向报名60项次，个性化需求
前期意向报名90项次，对应44项需求。截至10
月24日，最终共收到重大需求报名表41份，报
名团队涉及33家单位，38个技术团队。

其中，宁波产业技术研究院团队10个，外
地中科院系统研究院团队1个，985、211高校
团队10个。

产业技术研究院是宁波近年来大力实施科技
创新“栽树工程”结出的硕果。在政策引导和通
力合作下，全市69家研究院科技成果产出、产
业化的市场化良性运营发展模式日趋成熟。他们
不仅自己搞产业化，还将创新力与挑战赛相结
合，走出了一条以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支撑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宁波路径”。

给出了今年挑战赛的最高悬赏额1000万元
的宁波华丰包装有限公司，想要攻坚应用于手机
等电子产品内部发热器件表面的石墨烯散热膜技
术，以实现高导热、高热扩散、高厚度、高耐折
性等性能。

“5G时代电子产品的功能不断提升，对散热
性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传统散热方法不适合
应用在超薄的5G手机中，所以智能手机采用高
导热系数的散热膜，成为减薄耐折叠、解决手机
散热难题的有效方式。现今主流的散热膜材料为
人工石墨膜，其关键原材料的制备技术，国外生
产商占据90%市场份额，我们想要打破国外垄
断。”华丰董事长陈亦锋说。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的专家在得知这项需求的
第一时间，便前往华丰工厂进行现场对接、了解
需求，回去后着手准备解决方案资料。同样的，
还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宁波创新研究院、大连理
工大学宁波研究院、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也
分别在前期就深入企业一线，对接了如意股份、
理工环科、均胜汽车等公司提出的重大需求。

10

项
重
大
需
求
﹃
揭
榜
﹄
踊
跃

本周五，第五届中国创新挑战赛（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专题赛）暨第五届中
国创新挑战赛（宁波）进入到最后的现场
挑战阶段。据了解，中国创新挑战赛（宁
波）由科技部火炬中心、宁波市科技局主
办，宁波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具体承办，将
企业技术创新需求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解决
方案。目前，该大赛已成为宁波推进科技
成果转化、促进产学研协同联动、提升企
业研发创新能力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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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挑战赛的举办地点从宁
波搬到了上海，这意味着，第五届中国创新挑战
赛（宁波）不仅仅是宁波企业“张榜悬赏”的比
赛，更是一场面向长三角甚至是全国科创力量

“揭榜挂帅”的决胜场。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科技协同创新应该是一

个最重要的抓手。长三角有着非常丰富的科教资
源和优势，这些资源和优势如何转变成产业优
势，以及转化为经济优势至关重要。中国创新挑
战赛正是这样一个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举措。

因此，今年的挑战赛与以往不一样，主要分
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活动是10月29日、30日
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创新挑战赛（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发展专题赛）暨第五届中国创新挑战赛
（宁波）现场赛。

“为贯彻落实国家长三角一体化战略部署，
推进宁波融入上海大都市圈，深入对接上海的高
校和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经与科技部火炬中心
以及上海市科委对接、洽谈，我们创新形式，决
定在上海举办这届挑战赛（宁波）现场赛，重点
围绕10项重大需求，通过现场挑战和评审答
辩，协助企业找到最优的解决方案。”宁波市科
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第二阶段则是第五届中国创新挑战赛（宁
波）个性化需求对接活动，将于11月1日到15
日之间，邀请国内技术团队赴甬与需求企业开展
对接洽谈，助力企业攻坚克难。

宁波已成功举办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宁
波）赛事，累计服务企业700余家次，面向全球
发布宁波企业创新需求273项，吸引来自国内外
的275个技术团队前来宁波现场挑战，现场签订
意向合同114份，金额合计11571.5万元。据不
完全统计，已正式签约合同成交金额3900万
元，企业参与面不断扩大、活动形式更趋多样、
社会影响力持续上升。

自第三届中国创新挑战赛（宁波）以来，宁
波更是尝试将大赛与科技创新2025重大专项相
结合，迄今为止已有10项关键共性技术需求项
目通过挑战赛对接成功，并列入科技创新2025
重大专项进行支持。

如今这条路径越走越稳。今年，对产业技术
有重大突破、社会经济效益显著的10项关键共
性技术需求和新兴产业技术场景应用需求也将有
机会列入《宁波市“科技创新2025”重大专项
实施方案》，如挑战团队在挑战赛中获胜并与重
大需求企业成功签约，该重大需求项目便有机会
获得宁波市科技创新2025重大专项立项支持。

立
足
宁
波
，
面
向
长
三
角

B

2020年10月26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宁波创新研究院前往如意股份就重大需求现场对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宁波创新研究院前往如意股份就重大需求现场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