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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只有产业化才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按照政府搭台、市场主导、供需结合、
精准对接的思路，围绕科技成果产业化道路上的堵点、痛点和难点，不断创新体制、机制与模式，构建全社会参与、全链条贯通、全要素组合的科
技成果产业化体系，加快促进科技成果在辽宁落地转化。

聚焦打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畅通产业链与创新链，2020年，辽宁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简称“省产研院”）组织实施了“打通
计划”，对全省14项成果产业化项目予以扶持，并以1800万元的财政科技资金，撬动社会资金投入近亿元，带动投融资超7亿元，截至去年底，“打通计
划”项目已全部实现成果本地产业化，在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探索出了一条以制度创新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有效途径。

核心
提示

鞍山市立山区光栅路 42 号坐
落着一家成立仅 4 年的小型科技企
业——辽宁冠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别看企业规模小，但产品的科技
含量却很高。

“我们是省内唯一一家生产高端
3D打印原材料的企业。”公司总经理
周星晨充满自豪，公司采用真空气
雾化金属粉体制备工艺，从事多种
高端金属粉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因为相中东北大学的一项科技
成果，周星晨创办了辽宁冠达，致力
于 将“ 成 果 ”变“ 成 品 ”，实 现 产 业
化。但这个过程并非易事，建生产
线、试生产和再创新，投入较大，单
靠个人，压力不小。“多亏省产研院
的‘打通计划’，它区别于传统的科
技项目，更注重打通科技成果向产
品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虽然 100
万元的资金算不上多，但对我们这
样的小型科技企业帮助非常大，经
费使用在了‘刀刃’上。而且省里的
关心与重视，也让我们信心百倍、充
满干劲。”

“今天刚签了 300 多万元的大单
子！”2月 28日，见到再次来调研的省
产研院相关负责人一行，周星晨难
掩兴奋之情，一边带大家参观生产
车间，一边急于汇报企业喜讯。

辽宁冠达的成果产业化项目是
省产研院设立的 14 个“打通计划”中
的一项。省产研院组建工作领导小
组项目组组长罗乃明告诉记者，2020
年 9 月，省产研院组织开展了“打通
计 划 ”项 目 的 申 报 、评 审 、论 证 工
作。经过论证，最终对 14 个项目立
项，并分别给予 140 万元和 100 万元
不 等 的 资 金 支 持 ，总 计 支 持 资 金

1800万元。
“虽然‘打通计划’财政资金投入

不多，但最终却以 5 倍的杠杆引领撬
动了社会资金 9095.23 万元投入，项
目总投入超过 1 亿元，同时带动投融
资超过 7 亿元，有了这些资金的资
助，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实
现了加速度。”省产研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

辽宁冠达在省产研院的帮扶下，
解决了金属熔体雾化过程中固、液、
气三相交互作用机制，突破粉末粒
度及其分布控制、球形度优化等共
性关键技术，填补了增材制造的国
内空白，为公司赢来快速发展期。

受益的不只辽宁冠达。作为“打
通计划”项目之一，博仕科技射流环
保高端装备联合创新中心开发的射

流喷射类产品，性能指标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转化科技成果 3 项，实现
直接收益1850余万元。

在营口东盛实业有限公司的产
品展示中心，一款可水溶的塑料袋
吸引了大家眼球。公司的“全生物
降解、保鲜新一代薄膜技术研发与
产业化项目”，也是省产研院资助的

“打通计划”项目之一。两年合作下

来，辽宁东盛集团董事长文起东感
触颇深：“‘打通计划’项目不仅仅是
资金助力，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在企
业科技创新上所起到的平台搭建、
桥梁纽带和产业孵化作用，这些创
新资源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说尤为
难得。”

因为“打通计划”，企业畅通了产
学研合作通道，助力营口生物降解

产业高质量发展。2021 年 8月，以辽
宁东盛集团作为头部企业的营口生
物降解材料与制品产业集群，被列
入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2021 年度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是辽宁省
唯一被列入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
试点的产业集群。

科技成果产业化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需要创新要素汇聚，合力打通
转 化 链 条 。“ 打 通 计 划 ”项 目 的 实
施，有效促进了承担单位加快集成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及研发机构资
源，开展贯穿全产业链集成创新及
应用示范。

“目前，项目承担单位共组建了
省级实质性产学研联盟 17 个，极大
地 促 进 了 创 新 链 与 产 业 链 的 结
合。”省产研院组建工作领导小组
综合组组长陈东升说，辽宁博仕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建立的“辽宁
博仕过程工业节能环保高端装备产
学研联盟”，化工大学与海镁镁矿集
团有限公司等成立的“辽宁菱镁产
业产学研联盟”获评辽宁省首批“揭
榜挂帅”科技攻关项目，实现了科技
创新由“单打独斗”向“组团攻关”的
转变。

省产研院主要负责人表示，“打
通计划”围绕聚焦打通科技成果向
产品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痛
点和难点，开展攻关突破，撬动了社
会资金投入，突 破 了 一 批 关 键 技
术，加快了产学研深度融合，取得
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形成了
良好的示范效应，在成功探索省产
研院制度、机制创新的同时，也为辽
宁锻炼了一支业务娴熟的科技服务
队伍。

实施“打通计划”畅通创新链条
——省产研院助力辽宁科技成果本地产业化纪实

本报记者 孔爱群

当下，春寒料峭，乍暖还寒。
盘锦辽河油田天意石油装备

有限公司的大型装配车间里，应用
于陆地海洋环境超深井大功率顶
部驱动钻井装置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顺利完成。公司首席技术专家
李伟指着大型设备介绍说，在“打
通 计 划 ”支 持 下 ，公 司 已 建 立 了
DQ90 系列顶驱生产线，打造了 90
Ⅰ型、90Ⅱ型系列新产品，市场销
售稳步增长。

顶驱是 21 世纪钻井工程技术
领域三大技术装备之一, 代表机、
电、液一体化石油专用设备的最高
水平，已成为钻井装备的标准配
置。本项目填补了多项国内产品
空白，其技术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提升了辽宁石油装备制造业的
整体水平。

对于 14 个“打通计划”项目的
具体情况，省产研院相关负责人了
然于胸。“打通计划”项目承担单位
根据项目研发和产业化需求，着力
推动核心技术自主攻关和产品转
型升级，实现了一批关键技术突
破。除盘锦天意之外，迈格钠磁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也突破超大功率
高转速永磁涡流柔性传动调速装
置制造关键技术，解决了目前兆瓦
级传动调速设备依赖进口液力耦
合器的瓶颈问题，为我国钢铁、矿
业、电力、水泥、石油石化等行业提
供国产化解决方案……

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位于滨海城市兴城，作为此次“打
通计划”成果产业化项目中唯一的
农业科研项目，所里研发的示范果
树栽培养护一体化技术，突破了果
树集约高效栽植模式构建、苹果和
梨优质大苗繁育、全链条农药减量
应用、果树生物防治等十大方面技
术难题，全面解决制约我省果业发
展的栽培模式落后、建园标准化
差、分枝大苗繁育技术缺乏、土壤
肥力衰退、肥水管理盲目、化肥农
药施用过量、绿色防控技术匮乏、
人工疏花疏果和套袋耗费大量人

力物力财力等关键问题。
“依托‘打通计划’项目支持，

我们转让技术 2 项，研发微生物菌
剂和肥料等新产品 30 项，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授权 2 项，申请国家发
明专利 6 项，获得辽宁省科技进步
二等奖 1 项，获农牧渔业丰收奖二
等奖 1 项。”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
研究所副所长程存刚介绍。目前，
辽宁新栽苹果面积 90%以上应用
了集约矮化栽培技术，化肥用量减
少 30%以上，肥料利用率提高 12%，
农药使用量减少 35%以上，优质果
率提高 20%～25%，单位规模新增
纯收益达2500元/亩。

据统计，截至目前“打通计划”
项目共申请发明专利 45 项，获授
权 8 项，获得其他专利授权 41 项，
取得软著权 11 个。制定国家标准
2 项、行业标准 1 项、地方标准 39
项，制定企业标准 466 项。取得新
产品、新品种、新装置 89 个，取得
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27项。

“打通计划”的执行，有效带动
了项目单位创新能力的提升，建立
起以企业为“盟主”的产学研联盟，
形成以市场为引领，产学研同向发
力的科技创新发展局面。目前，项
目承担单位共建立国家、省、市三级
重点实验室 5 个、技术创新中心 9
个、产学研联盟 17 个、工程研究中
心 5个、企业技术中心 6个。同时，
加强了人才团队建设，培养硕士研
究生30人，培训技术人才1034名。

省产研院主要负责人表示，至
去年底，省产研院设立的 14 个“打
通计划”项目已全部实现本地产业
化，共实现产值 6.54 亿元，销售收
入 4.84 亿元，上缴税费 3270 万元，
实现利润 7600 万元，新增产值 6.92
亿元，新增利税 0.99 亿元，出口额
674.59 万元，新增就业 3307 人。农
业示范推广 35.7 万亩，培训农民
2.47 万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探索出了一条依靠制
度创新促进科技成果本地产业化
的有效途径。

采访中，很多企业和项目负责
人对“打通计划”表示出意外与惊
喜，因为这是他们在创新中的“头一
回”，在与省产研院的接触中企业受
益颇多，希望这样的精准帮扶，以后
能成为常态。

对此，省产研院相关负责人给
出了详细的解释。作为新型研发机
构，“打通计划”是省产研院顺应新
时代要求开篇立意实施的一项创新
性新举措。为做好这项工作，省产
研院成立了综合组、项目组和保障
组，以专班形式从中心各部门、各单
位调集人员开展工作，形成了省产
研院建设的合力。

据了解，新型研发机构是近 20
年国内最成功的科技领域制度创
新，具有将市场需求，体制内外科
技资源、资金、人才、产业技术开发
进行融合的功能，能够打破各类组
织的边界，让技术、资金、人才、需
求通过市场进行合理配置，解决在
原来边界分明的组织中无法解决

的问题，最终让技术变成产品走向
市场。

省产研院始终按照新型研发机
构特点组织建设，坚持创新平台、创
新生态和服务保障“三位一体”推动
创新研发，努力探索全新体制机制，
全力推进省产研院创新研发组织体
系平台，切实服务科研人员开展技
术研发和成果转化。

在创新平台方面。至 2022 年
末，已启动建设75家分支机构，实现
先进装备制造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领域和市级以上行政地域全覆
盖，在全省范围内搭建起了新型创
新研发与成果转化的组织体系。

在创新生态方面。省产研院
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和工作机
制。在制度规范上，出台《辽宁省
产业技术研究院研究所管理办法

（试行）》《辽宁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企业联合创新中心管理办法（试
行）》，初步完善了分支机构管理运
行制度，构建了分支机构组织运行

机制和管理网络。出台《辽宁省产
业技术研究院“打通计划”项目管
理暂行办法》《辽宁省产业技术研
究院“打通计划”项目验收工作规
范（试行）》，创新性构建了产研院
项目攻关管理体系。同时出台《辽
宁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分支机构年
度评估办法》，形成了分支机构考
核评估管理模式。

“我们在‘打通计划’项目的遴
选上，充分结合辽宁实际、结合市场
需求、结合产研院定位，突出‘最后
一公里’、突出市场导向、突出企业
主体、突出重点领域，经过初步评
审、现场考察和综合评议三个阶段，
严选项目研发内容和承担单位，确
保财政资金得到有效使用。”省产研
院组建工作领导小组保障组组长张
威告诉记者。

在服务保障方面。在项目立项
阶段，组织专家撰写项目指南，并编
制先进装备制造等 7 个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产业地图，为项目承担单位

制订技术攻关方案提供决策参考；
在项目开始实施阶段，从省产研院
职工中，遴选专业科技服务人员，对
项目承担单位提供“一对一”专属服
务，帮助协调解决项目各类管理问
题；在项目实施中期，组织开展调研
活动，由省产研院领导班子成员分
别带领财务专家、技术专家，赴项目
承担单位，帮助解决项目实施中的
关键问题；在项目实施全过程中，省
产研院常态化举办“多链融合对接
活动”和“提升活动”，为项目承担单
位提供发展规划辅导、服务活动联
办和创新资源对接等服务；在项目
成果产业化的关键阶段，积极向投
融资机构推介分支机构和“打通计
划”项目。

因此，“打通计划”项目带动投
融资超过7亿元。通过产业链、创新
链、资金链等多链融合联动，促进了
以财政资金为引导，产、学、研、金深
度融合的新模式开发，有效提升了
资金使用效能。

助力关键技术取得新突破

联合攻坚

推进新型研发机构制度创新

“三位一体”

省产研院邀请专家赴项目承担单位，帮助解决项目实施中的关键问题。 本版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省产研院邀请领域内权威专家遴选“打通计划”项目。 省产研院专业科技服务人员为项目承担单位提供专属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