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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抛难题
创新团队“揭榜比拼”

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大赛面
向全市企业广泛征集、筛选技术
创新难题，面向全国高校和研究
院所“张榜招贤”，公开征集技术
解决方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
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本场大赛瞄准全市智能制
造、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技术领
域，通过专家在两个月的时间里
走访企业、实地调研等，挖掘了
106 项企业技术需求。其中与专
家共赴企业开展现场诊断的项目
有 80 余项，并重点将 50 多项企
业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委托市内
各高校、研究院所的专家型技术
经纪人开展大数据检索分析工
作，以甄别技术创新需求的技术
先进性和解决的可能性，同时对
潜在的技术解决团队进行搜索和
预判。

大赛采取现场公开挑战和竞
争对接两种模式。经过层层筛
选，最终《家庭烹饪油烟中烟气
VOCs 净化技术研究》《四工位
牙科旋转刀具磨床》和《柴油车
尾气催化还原脱硝的催化剂制备
方法》 3 个技术难题亮相现场，
由上海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常
州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中国科
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
所、宁波诺丁汉大学、宁波大
学、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
中心等单位的 9个团队参加公开
挑战。另外，有 42 个研发团队
来到现场与抛出 25 个难题的相
关企业进行面对面的竞争对接。

据了解，现场挑战赛由赛委
会组织专家和难题企业共同对解
决方案及陈述答辩情况进行现场
评标，择优选择，促成合作。现
场挑战赛每项难题设优胜奖一名
和优秀奖若干名，分别给予 5万
元和 1万元奖励。竞争对接采取
现场对接、洽谈、磋商方式进
行，由企业自主确定最终意向合
作单位。

破解甬企创新难
宁波率先进行探索

笔 者 了 解 到 ， 早 在 2015
年，我市就率先在全省范围内
试水企业技术难题对接会。这
种对接会的形式，正是中国创
新挑战赛的前身。当年的企业
难题对接会共吸引了全国 18 家
高校院所和企业的 22 个团队角
逐 12 项宁波企业提出的技术难
题 ， 最 终 实 现 意 向 合 作 金 额
477.5万元，意向合作率达 77%。

去年举办的首届中国创新挑
战赛(宁波)共筛选了14项企业技
术需求参与决赛，吸引了华南理
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 45 个
团队竞标。赛事共促成 10 个项
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签订合作
意向书 16 份，意向金额达 1217
万元。

专注齿科旋转工具研发生产
的高科技企业信远齿科器械就是
通过去年的大赛，为五轴联动工
作磨床的控制系统找到了解决方
案，当场与宁波一家参赛数控企
业签署合作意向，最终合作金额
为 120 万 元 。“ 目 前 进 展 很 不
错。我们还与这家企业联合打造
了‘华数机器人与信远工业数字
化车间’项目，相当于把合作的
触角进一步延伸到智能制造领
域。”信远齿科器械相关负责人
介绍。

在环保水处理领域风生水起
的川宁环保也在去年的大赛上找

到了破题“英雄”。“通过利用吉林
大学和上海大学研发的离子吸附
量高、不易饱和或衰退、耐腐蚀
性能好的炭材料，对污水进行除
盐，一度电就能处理一吨水，不
但省成本，可以反复使用，且没
有二次污染。”川宁环保总经理邵
永 富 告 诉 笔 者 。 今 年 ， 他 又 来
了。这次，他希望把去年的高性能
炭材料变成高效耐用的电极板，经
过方案对比考察，与天津大学“对
上了眼”。

得益于这种模式创新，宁波敏
实汽车零部件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提
出的一项有关滚轮寿命提升技术的
难题需求也得到有效解决。通过去
年的大赛，该公司与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签订了技术开发合同。目前由
该校研发生产出的滚轮使用寿命已
提升至230万米，较之前增加了80
万米左右，大大提升了公司生产效
率。

“过去企业有技术需求、难
题，找不到人来解决，随着技术的
更新换代，很多跟不上创新步伐的
企业就被自然淘汰了。”宁波市生
产力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宁波民营企业众多，在经济新常
态下企业普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创
新压力。此次大赛的举办，为宁波
广大企业解决技术燃眉之急提供了
平台。”

集众智解难题
打通转化中梗阻

中国创新挑战赛的成功举办，
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科技成果转化
新途径，对加快产学研合作，助推
企业转型升级，引导高校院所科研
方向更好地服务于市场，提升企业
研发创新能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实现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的最关键环节，一直以来，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
作，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支撑和引
领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
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

自去年 9月获批成为全国首批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以来，我
市着力营造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
良好氛围，积极探索科技成果转化
新机制与新模式，打通成果转化的

“中梗阻”，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发
展。

今年上半年，全市高新技术产
业实现增加值、新产品产值分别为
649.23 亿元、1558.6 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11.04%、18.82%，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的比例超过 40%。登记技术合同
707 项，合同金额 7.42 亿元，同比
增长 61%；吸纳技术合同 979 项，
合同金额 12.49 亿元，同比增长
88%。专利授权 16738 件、发明授
权 2739 件 ， 发 明 专 利 授 权 量 同
比增长16.4%。

副市长陈仲朝指出，中国创新
挑战赛第二次选择宁波，这既对宁
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肯定，
也给宁波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
作创造了新机遇。希望参赛创新团
队充分利用这一舞台展示水平，为
我市创新发展注入更多原创性技
术，也欢迎大家来甬创业，让更多
创新技术在宁波开花结果。

“创新挑战赛应作为技术转移
成果转化新的品牌活动持续推广下
去。”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志宏
表示，本次大赛也为国内其他地方
开展此类赛事积累了经验。希望宁
波能以此次赛事为契机，在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方面进行更多有益探
索，推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争取
让这种精准有效的科技技术对接活
动常态化。

汇聚全国智慧 破解甬企难题
宁波借中国创新挑战赛促转型升级发展

宁波企业出题，创新团队接招，大赛现场亮方案。
通过这种全新的对接模式，企业“难题”得到“短平快”解
决，创新团队的金点子也有了落地、开花的机会。昨日，由
科技部指导，科技部火炬中心与宁波市科技局共同主办，
宁波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宁波科技大市场承办的第二届
中国创新挑战赛（宁波）现场赛成功举行。

中国创新挑战赛是针对具体技术创新需求，通过
“揭榜比拼”方式，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解决方案的创新众
包服务活动。去年，我市被列为全国首届中国创新挑战
赛赛区之一。截至目前，该大赛已成为我市推进科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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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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是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
措，也是发挥市场对技术创新导向
作用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宁波以
创建国家创新城市和浙东南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为引领，坚持走“企
业主体、需求驱动、开放协同、内
生增长”的创新发展之路，市本级
每年安排 2亿元专项资金，全力推
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着力破
解产业技术需求旺盛与创新资源相
对不足的矛盾，在政策引领、服务
体系、机制改革等方面，开展了一
系列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具有宁
波特色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模式。

去年 9月，宁波市获批成为全

国首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一年来，宁波瞄准深化民间投资管
理体制改革、探索以企业为主体的
全球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以重大技
术突破培育新产业等方向，加快推
进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及研发组织
培育、专业化众创空间及公共研发
平台建设、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培
育、民间资本境外研发创新投资
PPP模式等试点改革，取得丰硕成
果。全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体
系越来越完备，手段越来越丰富，
动能日益强劲。通过持续深化探索
和创新，宁波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工作形成了三个鲜明特点：

一是企业成为促成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的主体。全市半数以上的规
上企业与国内外高校院校建立了产
学研合作关系，企业通过技术引
进、协同创新、跨国并购等方式主
动吸引集聚国内和国外“两种资
源、两个市场”的创新资源。去年
宁波吸纳全国各地技术 2738 项，
比上年增长13%；技术成交金额同
比增长26%。

二是民间资本成为推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的资本来源。目前全市
90%以上的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
源自企业，80%以上的授权专利来
自企业。截至去年底，全市创业投

资引导基金总额为 25 亿元，集聚
各类创业投资机构 600余个，管理
资本超过 2860 亿元。全市 14 个科
技信贷子风险池建成运行，资本金
规模达 6290 万元，按 1:10 为创新
型初创企业提供授信贷款，已累计
撬动银行贷款70亿元。

三是创新成果转化精准引领产
业技术创新。面向国家重大创新布
局 和 “ 中 国 制 造 2025” 重 大 战
略，在新材料、关键基础材料、核
心基础零部件、高端装备等领域，
有的放矢地引进国内外先进的技术
成果在宁波市转移转化，实现先进
技术与模式的引进与重点优势产业
发展高度契合。去年，全市实现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 6317.39 亿元、增
加值 1153.6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1.6%、9.1%，分别高出规上工业
7.2个、1.8个百分点。

科技成果转化的宁波探索

挑 战 赛 现 场 花 絮

新 闻 链 接

“民间高手太多，让我脑洞
大开！”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吸油烟机技术总监李斌在昨日的
大赛上感慨道。

“对于方太人而言，除了满
足并创造顾客的需求，还要积极
承担社会责任。”李斌说，“方太
作为中国油烟机品牌的引领者，
在油滴颗粒物分离方面的技术已
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有效降
低了油烟中的 PM2.5。这次，我
们希望能在更多创新团队的帮助
下，在气态有机污染物 （VOCs)
净化方面实现更大突破。”

据悉，针对气态有机污染物
净化，目前已有通过活性炭、无
纺棉等进行处理的技术，但产品
的效率和使用寿命不长，且维护

保养成本较高。大赛上，方太认
真分析、比对了中国科学院宁波
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宁波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上海
理工大学、常州大学四家竞标机
构提出的解决方案，并有望就参
赛技术开展深入合作。通过全国

“智囊团”的技术创新，方太的
家用油烟机有望在可接受的成本
范围内，更有效地净化烟气挥发
性有机污染物。

近年来，方太坚持将每年将
销售收入的 5%用于厨电产品及
技术研发，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截至目前，方太拥有专利总数
1000 余项，其中发明专利 200 多
项，并占据 22项国际领先的环保
专利，在全球行业遥遥领先。

两所两校
现场破解油烟污染难题

坐落于江北区兴甬路上的宁
波信远齿科器械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注齿科旋转工具研发生产的
高科技企业。市民家里附近牙科
诊所里用的硬质金属车针很可能
就产自信远。“国内市场需求大
约 800 万支，我们去年销售了
200 多万支，差不多已经是隐形
冠军了。”信远齿科相关负责人
介绍。

今年是信远齿科连续第二年
作为技术需求方参加挑战赛。去
年，信远齿科通过大赛平台，为
其自主开发的五轴联动工作磨床

控制系统找到了解决方案。今
年，企业在四工位牙科旋转刀具
磨床的改良上遇到了新的难题，
又适逢大赛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于是毫不犹豫地再次报名参加
了。

“市场对硬质合金微型铣刀
的精度要求越来越高，必须要靠
科技的手段来改良设备，满足客
户的需求。”该负责人告诉笔
者，随着人工成本日益剧增，近
年来，公司已将发展目光聚焦在
了智能制造上，以现集成型高精
度加工设备成为技术发展方向。

初尝“借智”甜头
这家甬企今年又来了 机动车尾气污染对城市雾霾

主要污染物PM2.5的“贡献”占
比都比较高。其中，又属柴油车
污染最重，它是氮氧化物和颗粒
物的排污大户。因此，柴油车污
染治理是机动车排放治理的重
点。

宁波高新区永石科技有限公
司专注于机动车尾气净化设施、
空气净化设施等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近
年来，国家对于柴油车尾气净化
设施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目前的
技术都被国际催化剂巨头公司垄
断，企业难以在价格、产品质量
等方面获得话语权。”永石科技
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永石科
技报名参加了创新挑战赛，通过
大赛平台向全国的高校、科研机
构等“张榜招贤”。出乎意料
的是难题发布后，各路“英雄”
纷至沓来、各显身手，为永石科
技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

在本次大赛现场，永石科技
与宁波大学团队签订了意向协
议。据悉，通过该校独特的制备
方法，催化剂涂层材料成本将有
望降低30%，同时，对氮氧化物
转化率高于96%，满足国五排放
标准。此外，制备的催化剂在经
过 700度高温老化后转化率仍能
够保持在转化率高于85%，效果
远远好于同类产品。

征集创新“盟军”
共破尾气污染国际壁垒

“这就像中国好声音，团队
拿着成果来，我们现场评判、讨
论，觉得合适了就拍椅子。”
该负责人说。通过技术改良，信
远齿科将有望改变现有加工方

式，由原来的三台不同工序的机
床分别加工；目标实现一次装
料，单机集成为加工中心；改变
数控编程方式，由复杂人工变为
参数化对话框填写编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