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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国，从乡镇 （街道）、
区 （县、市），到市、省，校地合
作均已成为地方和高校高质量发
展重要途径。

在苏州高新区，南京大学建
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获科技部批
准，依托南大全球校友苏州创新
创业中心，全面对接南大校友及
相关企业超 400 家，引进培育项
目近 200 个。同时，狮山量子实
验室、江苏省集成电路先进制程
工程技术联合实验室等校地共建
项目已陆续启动。

山西省曾出台 《关于深化省
校合作的实施方案》，省级层面组
建了 11 个工作专班，先后与 55 所
高校达成合作协议。该省与高校
共建高校科研平台延伸基地、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等，推动山
西省和高校在人才培养、引进、
使用等方面开展深度战略合作。

梳理全国各地的校地合作模
式，常见的有两种：地方重点选
择 与 自 身 产 业 发 展 相 匹 配 的 高
校，进行全面深度合作，建立相
关机制，确保合作见实效；与相
关高校就某个产业共建研究院，
力争在体制机制上突破创新，推
动校地合作深入发展。

无 疑 ， 校 地 合 作 这 条 “ 航
道”已是百舸争流，宁波要做的
就是奋楫争先！

业 内 人 士 认 为 ， 作 为 一 种

“研发在高校、转化在地方”的协
同合作、互利共赢模式，校地合
作双方要当好“事业合伙人”，通
过建立健全规范化、常态化、长
效化的制度机制，让彼此优质资
源整合、成果确权分享，构建起
校地合作的“利益共同体”，实现
共建、共享、共服务。双方“休戚
与共”，才能让校地合作稳定持久。

同时，应对校地合作进行长
远规划，全面精细梳理本地的资
源、需求，深度嫁接高校高端人
才、智力资源，以项目共建为发
力点，统筹推进一批项目，论证
储备一批项目，支持多方式、多
主题合作，把各类合作做细、做
实、做深，并动态跟踪校地合作双
方 的 发 展 状 况 ， 确 保 “ 开 花 结
果”，打造校地合作标杆，使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鱼与熊掌兼得”。

此 外 ， 进 一 步 加 强 政 策 扶
持，助推校地合作提质升级。比
如，健全高校人才技术创新、技
术服务、成果转化、专利产出等
奖补政策，以及在住房、税收等
方面给予政策性优惠等。通过良
好的政策导向，有效激发高校、
企业、行业组织参与合作的积极
性、创造性，实现好政策引才、
好环境成事、好服务留人。

相信未来，名城与名校的联
姻，会在甬城涌现更多“浓情蜜
意”的时刻！

校地双方要当好“事业合伙人”

名城名校携手名城名校携手：：

从从““双向奔赴双向奔赴””到到““相互赋能相互赋能””

近年来，宁波与复旦大学、中国计量
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暂名）、
宁波大学等开展校地深
度合作——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秦 洋 房晓暾 赵春阳

如果把地方与高校的合作，
比作一场“天作之合”的联姻，
其背后便是一次有的放矢、精准

“输出”的携手共进。
这一点，在最近签约共建的

宁 波 东 方 理 工 产 业 技 术 研 究 院
上，便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梳理宁波东方理工产业技术
研究院的建设内容，其导向十分
鲜明：解决镇海区、宁波市工业
转型升级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与
服务需求，促进宁波东方理工大
学 （暂名） 科技创新成果及其重
点引进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大处布局，细处落笔。简单
来说，宁波东方理工产业技术研
究 院 将 聚 焦 集 成 电 路 、 人 工 智
能 、 先 进 制 造 、 节 能 环 保 等 领
域，而这些正是镇海乃至全市重
要产业的“赛道”。

研究院将根据宁波市和镇海
区的产业布局规划，针对产业升
级和未来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需
求开展科研工作，并推动关键共
性技术转移转化。同时，为企业
提供各种服务，比如举办产业峰
会、技术讲座、专题培训等，并
布局提供现代化分析测试仪器和

高水平分析测试人才等资源。
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校地

合 作 的 内 核 ， 便 是 用 “ 高 校 所
长”解决“地方所需”。正如中国
科学院院士、宁波东方理工大学

（暂名） 校长陈十一在签约仪式上
所说：“将科技创新、数字化、绿
色发展这些关键发展点，和宁波东
方理工产业技术研究院这一平台结
合起来，通过教育、科研和创新产
生社会影响力，对镇海、宁波的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

在前湾新区，“高校所长”和
“地方所需”的结合点在第三代半
导体这一前沿领域上。目前，前
湾新区正大力打造以第三代半导
体为核心的特色产业链，而新区
正在建设的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
宽 禁 带 半 导 体 材 料 与 器 件 研 究
所，将成为未来校地双方在国际
竞争中抢占先机的落脚点。

该所将按照国家级和省级重
点实验室标准，采用政府引导、
高校支撑、企业联合研发、全产
业 链 协 同 的 政 产 学 研 相 结 合 模
式，重点突破碳化硅材料与器件
关键共性技术及先进制造工艺，
打造宁波的“碳化硅谷”。

当“地方所需”遇上“高校所长”

以往的校地合作，为宁波带
来了什么？盘点典型案例，答案
跃然而出：平台、人才、项目等
资源要素集聚，进而带动科技创
新、产业跃迁乃至区域发展。

以落户前湾新区 10 年的复
旦大学宁波研究院为例。经过这
些年的蓄力与奋发，宁波研究院
在科技研发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方
面屡获国家级和省市级殊荣，已
累计培育孵化近 700 个产业化项
目，其中在宁波已实现产业化的
项目有 200 余个，不少项目达到
准“独角兽”水平，2 家企业成
功上市，并引进院士、国家级重

点人才、“长江”和“杰青”等
各类高层次人才 100 余人。

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培
育 的 企 业 ， 从 2021 年 至
2023 年，连续三年在“创
客 中 国 ” 大 赛 中 获 奖 。
其中，清纯半导体 （宁
波） 有限公司“车规
级 碳 化 硅 芯 片 的 国
产替代”项目，于
今 年 9 月 获 得 第
八 届 “ 创 客 中
国”宁波赛区
决赛企业组
一 等 奖 ，

名城名校携手“全面开花”

并 将 参
加 全 国 总

决赛。
作为复旦

大学宁波研究院
重大产业化项目，

清纯半导体落户前
湾新区一年多时间，

已 接 连 突 破 国 产 SiC
功率器件设计及大规模

制造瓶颈，成为国内极
少数在 SiC 器件核心性能

和可靠性方面达到国际一
流水平、并且基于国内产线

量产车规级SiC MOSFET的企
业之一，相关产品在新能源

发电、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得到
广泛应用。公司正着力成为国

内领先的碳化硅功率器件供应商。
在乡村振兴领域，宁波大

学 对 接 鄞 州 区 东 吴 镇 13 个 村
（社），数百名师生扎根当地，将
“大学小镇”党建联建十大标志性
成果，细分为 26 个子项目扎实推
进，帮助东吴镇找到了共富“密
码”。去年 9 月，宁波大学“以

‘大学小镇’的模式打造共同富裕
样板”项目，成功入选教育部第五

届省属高校精准帮扶典型项目，是
浙江省唯一入选的高校。

在城市文明领域，市委宣传
部 （市文明办） 和宁波大学共建
全省首家以城市文明为专门研究
对象的高校研究机构——城市文
明研究院。研究院将通过校地合
作，发挥宁波大学人才和理论研
究优势，聚集国内相关研究机构
和专家学者，努力打造全国城市
文明研究领域的高地。“宁波成立
城市文明研究院可谓正合时宜，
领风气之先。”上海华夏社会发展
研究院院长鲍宗豪如是评价。

在生态保护领域，海曙区与
中国计量大学进行生物多样性友
好乡镇标准化建设战略合作，并
在龙观乡成立中国计量大学碳中
和 与 绿 色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调 研 基
地。双方聚焦全国首个生物多样
性友好乡镇建设，策划编制生物
多样性友好乡镇系列标准，携手
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打造绿色低碳转型和共同富
裕的海曙模式。

名城与名校的“双向奔赴”，
已在四明大地“全面开花”，硕果
累累！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暂名）与
镇海区合作共建宁波东方理工产业技术研究

院；扎根前湾新区的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宽禁带半导
体材料与器件研究所，是前湾新区逐梦“碳化硅谷”的底气

所在……近期，宁波各地在校地合作上，频现精彩手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加强校地合作，正是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生动体现。

校地合作既能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又能为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提
供舞台。正因如此，校地合作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各地引育人才、

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宁波这座名城与各类名校携手，是一场相互赋能的

“双向奔赴”：一边是年轻人才不断孕育，一边是产
业发展欣欣向荣，教育资源与地方发展紧

密契合，迸发出更多精彩！

复旦杭州湾科创园。
（研究院供图）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 （（暂名暂名）） 效果图效果图。。（（校方提供校方提供））

▶清纯半导体十万
级洁净实验室。

（研究院供图）

▶校地合
作共建宁波东
方理工产业技
术研究院。
（校方供图）

中国计
量大学碳中和
与绿色发展研
究中心调研基
地揭牌。
（龙观乡供图）

◀复旦大
学宁波研究院
宽禁带半导体
材料与器件研
究所揭牌。
（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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