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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激发澎湃动力
“1+4+N”创新平台体系撬动“四链”融合

（威海日报整版专刊报道）

回顾 2023 年“1+4+N”创新平台体系，一条主线清晰而坚定

——赋能高质量发展。

创新“一子落”，发展“满盘活”。在 2023年科技创新的“赛道”

上，“1+4+N”创新平台持续竞跑冲刺，新技术、新场景、新应用

递次出现，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

增量”。

威海市产业技术研究院

工作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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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创新链激活企业新动能

临近春节，浦林成山(山东)轮胎有限公司全自动化激光清洗

设备依旧在有序作业。

轮胎是用橡胶在模具中硫化形成，模具反复使用后，其型腔

中会有橡胶、脱模剂等污染物残留，传统的清洗方式需要工人消

耗大量干冰，在高噪声、高污染的环境中工作数小时。如何提高

清洗效率，成为企业头疼的难题。

随着“1+4+N”创新平台之一的武汉理工大学威海研究院与企

业共同突破了激光器、清洗头、视觉引导技术等多项核心部件与

工艺，国内首台套硫化机全自动激光清洗设备正式落地投产，一

台表面附着污染物的硫化机在 45分钟内就被自动洗净，能耗降低

70%，效率提升 30%。目前，该款设备在手订单已超 20台，为企

业新增销售收入 2000万元，第二代产品、第三代产品正在研发之

中。

如同播下的种子，创新的力量蓬勃生长。“1+4+N”创新平台

体系递出一张张崭新名片：

一个深冷车载气瓶，山大威海工研院填补该领域国际空白；

一台材料原位测试设备，吉大威海仿生研究院实现材料试验

机国产替代；

一条电源线全自动生产线，天智创新技术研究院为制造业企

业提质增效。

2023年，体系平台共承担国家级项目 19项、省级项目 2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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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研发资金支持超过 1亿元。

企业迸发新动能，“1+4+N”创新平台体系也日益根深叶茂。

去年，体系新纳入 4家平台，延伸设立 161家创新机构，覆盖了

全市主导产业和所有区市、开发区。

活力倍增背后，是动真格的考核“指挥棒”。创新平台术业有

专攻，但没有竞争就意味着缺少压力动力。为此，市产业技术研

究院持续完善创新平台绩效评价机制，年度评价结果为“良好”以

上等次的，给予一定奖励扶持；结果为“不合格”的，予以退出创

新体系。此外，对于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也由市产业技术研究

院建立“月调度、季考核”等机制，实行全程跟踪管理，切实让专

项资金用到刀刃上。

擂台赛“打”下来，平台创新活力全面激发。

近日，省科技厅公布了“2023年度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名单”，

“N”平台之威海激光通信先进技术研究院榜上有名，成功备案为

省级新型研发机构。截至目前，体系内省级新型研发机构达 19

家，其中 9家平台获评省绩效评价优秀等次、占全市 100%。

一条人才链释放聚才“磁吸力”

入水、启航！作为国内最先进的捕捞加工一体船，日前，“华

祥 9号”扬帆前往南极海域进行南极磷虾捕捞。

看着船体掠起的波涛，科技副总朱凌长长舒了一口气，做了

一个表示顺利的手势，“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这艘南极磷虾捕捞加工一体船，由武汉理工大学威海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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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朱凌与黄海造船有限公司联合自主研制，预计年产量 5万吨

左右，年可实现经济效益 1亿元。

选聘一名“科技副总”＝？“1+4+N”创新平台的答案是：对接

了一所高校，链接了一个平台。

去年，来自高校院所的 23名专家教授带着技术、成果、团

队，到企业兼任科技副总，数名硕士、博士跟随进驻企业“打卡”

上班，参与 30多个科研项目，直击企业技术痛点，探索出柔性引

才、带动科研成果与项目同步转化落地的新机制。去年以来，科

技副总累计到企服务 2000多天（次），诊断技术难点 300处，提

出技术突破方向 50多项，解决关键难题 10多项。

不断创新人才使用方式，市产业技术研究院还先后与哈尔滨

理工大学、吉林大学共建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推行“双

导师”制。基于企业对相关技术和人才的需求，精准匹配对口专业

的研究生进入当地企业进行为期半年到一年的专业实践，有效实

现“论文写在产品上、研发做在工程中、成果转化在企业里”。目

前，已选派近 20名研究生到 6家本地企业开展专业实践活动，参

与企业高科技研发项目 10余项。

高层次的洽谈会、赛事是人才招引的重要平台。“1+4+N”创

新平台体系智库专家座谈会、创新平台促青年企业家发展圆桌汇、

2023仿生学科创新发展大会......一场场或主办、或承办的会议，

背后主旨始终如一：搭建产才对接平台。

毋庸置疑，效果不错。去年，市产业技术研究院先后组织 40

多位院士在内的 1000余名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来威洽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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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科技成果 100余项。

持续做优人才链，一次又一次带来“惊喜”。2023 年底，

“1+4+N”创新平台体系内博士后迎来“高光时刻”：在第二届全国

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中，我市共 2人取得的金牌，全部来

自于平台体系。

灵活创新的人才引育模式，让“1+4+N”正加速成为威海密度

最大、增长最快、创新最活跃的人才高地。去年以来，体系内新

引进合作院士 4人，国家级、省级领军人才 27人，海外高端人才

4人，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才 87人，获批省级以上人才项目

17项，人才高地效应日益凸显。

一条资金链打开企业融资新通路

对于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而言，1500万元能够“换”来什么？迈

途医疗科技（山东）有限公司给出一个“神奇”的答案：在骨科生

物涂层领域打破国外垄断！

“成长的烦恼”家家相似。和许多科技型企业一样，迈途医疗

在“破土拔节”的关口，“钱”成了最大的难题。对此，市产业技术

研究院以专项基金股权投资方式，出资 1500万元给予支持，不仅

攻克“卡脖子”技术，实现产值 1000万元，有效填补产业链空白，

还助力下游企业威高骨科实现国产替代，为企业节约近 50%的喷

涂成本。

去年以来，市产业技术研究院围绕企业融资需求，联合浦发

银行、鲁信创投等 10多家金融机构，开展金融“双走进”活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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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产业专题对接活动 3场，对接平台企业 90多家，宣讲科技信

贷、科技担保、科技保险、创业投资等金融惠企政策，促成 4家

企业累计获得银行信贷资金 2800万元。

资本的澎湃引擎，为企业在研发攻关、扩大生产、开拓市场

等方面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拓宽挖深了企业的技术“护城河”。

走进威海威硬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紧张忙碌的生产气息扑面

而来。三个生产工厂几百台设备全负荷运转，2万多只刀具在加

紧生产。在市产业技术研究院参与设立的子基金——鲁信知欣基

金 2500万元投资加持下，威硬研发能力大幅提升，产品越来越“硬

气”起来。

专项基金的加持，让企业得以放开手脚，在技术创新的大路

上越跑越快。目前，市产业技术研究院推动省医疗器械创新创业

共同体配套基金齐韵基金完成续期，引导推动基金实缴至 4.4亿

元，进一步支持血液透析产业发展，已累计带动产业链企业新增

销售收入超过 10亿元。

以赛为媒，打开另一扇企业与资本的对接“窗口”。在“郭永怀

之星”威海产业创新黑马大赛中，共征集国内 100多家优质企业参

赛，邀请了 60多家投资机构担任评委，参赛企业累计获得了投资

意向邀约函 68 份。其中，金丰电子、栖桐科技、华迈医疗等 5

家威海参赛企业分别与同创伟业、梅花创投、浦发银行等签署了

战略投资合作协议。

一条产业链推进产业“强筋壮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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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4日，在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一批永磁

同步电机陆续下线。

“近两年，永磁电机关键技术制约了我们前进的脚步。”公司

负责人盛军岭回忆说，一场双走进活动精准“撞上”了高校项目。

在山大威海工研院机电装备与智能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团队的

协助下，新研发产品在轴向尺寸减小 25%，重量降低将近 20%的

基础上，效率反而提升 3%，眼下已经成为企业新的增长点。

无独有偶，山大威海工研院机电装备与智能控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团队与奥文电机合作开发台式压刨用粘结磁体高速直流无

刷电机，也实现了刨床工作效率提升一倍，电机效率提高 40%。

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耦合效应”凸显。在山大威海工研院机

电装备与智能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负责人王丽看来，关键技术

突破，常有“一通百通”的效果，“突破一个，撬动一批，就像核裂

变的链式反应一样。”

电机产业不是个例。去年，平台聚焦解决行业共性问题开展

产学研活动，重点围绕专用汽车、船舶与海工装备、医疗器械产

业链开展“解链”“融链”行动 30多场，解决企业需求 234项。

赋能产业链，关键要解决行业领域面临的“卡脖子”技术难题。

去年，平台聚焦医药医疗器械产业关键共性“卡脖子”技术突破，

精心绘制医疗设备、生物医用材料、骨科植入器械、介入医疗器

械、体外诊断 5个细分领域产业创新图谱，梳理产业急需的关键

共性“卡脖子”技术达到 116项，组织攻关突破 31项，形成新产品

138个；聚焦海洋生物产业核心技术攻关，平台合力支持建设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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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养殖创新创业共同体，体系内天智创新技术研究院的鱼类自

动开片机的研发及产业化、哈理工威海研究院的整条海带淡干（熟

干）数字化装备研制及产业化等 4个项目获省专项资金支持。

“1+4+N”创新平台体系建设是否成功，检验标准就是能否形

成更多创新成果、服务更多项目企业、产生更多经济社会价值。

去年，平台点对点开展“双走进”活动 500 余次，服务企业 1000

余家，促成平台与企业开展科研项目 143项，实现合同额超 1亿

元，成果转化收益约 9800万元，带动企业新增销售收入 16亿元。

报送：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发送：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办公室，各区市党委、政

府，国家级开发区工委、管委，综保区工委、管委，南海新区工

委、管委，市直有关部门、单位，理事会成员单位，“1+4+N”创

新平台体系成员单位。

威海市产业技术研究院 2024年 1月 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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