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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 腾奔

新成立海外研发中心 1 家，在
洛阳设立或共建研发机构、技术转
移转化中心总数达到4家。

提升产业技术
创新能力

每年新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或大学科技园2家。

每年新建1家新型研发机构。

● 鼓励中信重工、一拖集团等
优势企业通过并购等方式建立海外
研发中心。

每年设立或共建1家研发机构、技术
转移转化中心。

加快中科院自动化所（洛阳）机
器人与智能装备创新研究院、洛阳
中科信息产业研究院、清华大学先
进制造产业研发基地、洛阳尖端技
术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建设。

鼓励行业骨干企业加强与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共建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大学科技园。

2 积极发展新型研发机构

2017年—2020年

1 建设产业创新联盟

3 实施开放合作创新

2017年—2019年

2020年

● 支持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和国内外500
强企业在洛阳设立或共建研发机构、技术转移转化中
心，加快建设中原智能制造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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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力蓄势新动能新动力蓄势新动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如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背景下，科技创新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在新模式下，洛
阳大力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无疑能更好地带动人才、知识、
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跨区域跨行业组合，更有效地连接基
础前沿研究、技术产品开发、工程化和产业化，形成协同创
新的新格局，更好地破解科技与经济“两张皮”、创新对经济
发展贡献太少等问题，有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洛阳语音云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 闫润强

日前，在万里之外的被誉为“一带一路”旗舰项
目的中白工业园里，中国一拖集团设立的一拖白俄
技术有限公司正式揭牌，再次拉近了“洛阳制造”和

“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距离。
“这是中国一拖开拓‘一带一路’市场的重要一

步。”中国一拖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拖白俄技
术有限公司将成为企业在东欧、独联体地区的研发
中心，利用当地优秀的技术人才，研发适应东欧和
俄罗斯市场的新型动力换挡传动系技术、新型电子
控制系统及柴油机产品，并共同开拓欧亚乃至全球
市场。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有关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论述高瞻
远瞩、掷地有声！

近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千年古都洛
阳实施开放创新提供了新机遇、新路径。

立足全球，站位高远，运筹帷幄。近年，我
市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优势企业通过海外技术
并购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洛阳企业已经不满足
于成为国内龙头，纷纷走出国门，下出国际化创
新妙棋——

中国一拖集团收购法国相关企业，加快我国拖
拉机换挡升级等一系列技术提升，让企业有了和世

界顶尖农机企业合作的资本；中信重工成立澳大利
亚研发中心、SMCC工艺技术公司等研发平台，创
新打造了大型掘进机、大型提升机等具有国际先进
水平的核心产品；中航光电在德国设立研发中心，
抢占欧洲电动自行车市场，在德国电动自行车市场
上占有率近半……

要让创新资源活起来，不仅要走出去，还得引
进来。我市积极支持国内外一流科研院所和世界
500强、国内500强企业在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洛阳片区设立或共建分支机构、研发中心、产
业研究院、新型研发机构等，吸引优质创新要素汇
聚，成效显著。

9月15日，注定是洛阳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值得
铭记的历史性一刻：中国洛阳自主创新智能制造产
业基地项目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珠海格力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将利用其在智能装备产业的品牌影
响力，吸引产业链相关企业在洛阳高新区共同建设
中国洛阳自主创新智能制造产业基地，打造“中国
智造”新高地！

展望未来，拥有丰富创新基因的洛阳，通过不
断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久久为功、艰辛深耕，定
能以新动力蓄势新动能，实现新发展、新跨越！

本报首席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任姣姣

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
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
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
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有关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论述中，技术创新
成为一大热词！

如果说企业是创新主体，产业技术创
新能力就是技术创新的动力之源。近年，
我市围绕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大力组
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积极发展新型研发
机构，实施开放合作创新，引领产业进步的
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奏响了行业创新的洛
阳强音。

2兆瓦风电轴承从无到有，高铁轴承产业化风生
水起，机器人轴承大显身手……近几年，我国轴承技术
突飞猛进，每一项重大技术突破背后，都有国家滚动轴
承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员协同创新的贡献。

“实践证明，在联盟机制运作下，通过我市企业
引领，全国优质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收到了

‘1+1＞2’的协同创新效果。”联盟理事长单位——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科研办主任牛
青波说。

各施所长、成果共享，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突破关键共性技术一大利器。近年，我市以创新联盟
为关键词，加快创新联盟建设提升，打造中西部重要
的创新联盟建设基地，打出了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
漂亮一仗——

我市出台相关政策，支持行业骨干企业与高校、科
研院所、上下游企业等建立以利益为纽带、网络化协同
合作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对新获批国家级、省级
联盟的牵头单位，分别给予相应补助，并支持其承担国
家、省、市重大科技专项、各类创新项目和高层次创新
平台建设。

截至目前，我市国家级、省级、市级联盟总数已达
28个，包括国家级联盟3个、省级联盟15个、市级联盟
10个，涉及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文化
创意、电子信息、现代高效农业、科技金融等领域，数量
居全省前列。

事实证明，在诞生多个“共和国长子”企业的洛阳，
通过组建联盟，依托冲破藩篱、抱团发展、强强联合，一
众“领头雁”企业风采依旧。

中硅高科突破高效节能多晶硅大规模清洁生产
关键技术、中钢耐研院实现了我国耐材国际标准

“零”的突破、河柴重工气体机技术跻身国际领先行
列……依托联盟开展协同创新，一大批关键技术在
我市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唱响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洛
阳好声音”！

机构“四不像”，创新有力量——近几年，无级
别、无编制、无运行经费的新型研发机构成为成果
转化领域的热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
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

既像大学又不全像大学，说是科研院所又不全
像科研院所，说是企业又不全像企业，既是事业
单位又不全像事业单位。这些异军突起的“四不
像”机构，因其灵活的体制机制在与市场的共舞
中崭露头角，成为产业转型盛宴的“座上宾”、引
领创新发展的“轻骑兵”，促进着我市以企业为
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
新体系的形成。

红色的“锦鲤”，轻摆尾鳍，缓缓游来，忽然来个
漂亮的转身……在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展示
区，一条高仿真机器鱼让参观者连连称奇。中
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洛阳）机器人与智能装
备创新研究院组建了薄铝件自动焊接机器人、
仿生机器鱼等 6 个创新团队，在洛阳成功转化 6
项原创成果，还牵头组建了河南省机器人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该研究院孵化的中科慧远

视觉技术（洛阳）有限公司研发的国内最高精度
手机盖板检测仪成功实现产业化。

近年，我市加大土地、资金、专项人才编制等
方面的支持力度，吸引驻洛高校、科研院所、央企
驻洛机构及有一定实力的优秀企业在洛阳设立新
型研发机构，改革体制机制，整合科技资源，引进
总部资源，支持其科技人员创新创业，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一颗颗创新种子在这片创新热土上撒
播、萌发、壮大——

科大讯飞带来了国际先进的智能语音技术，与
中信重工合作推出我国首款语音控制消防机器人；
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洛阳先进制造产业
研发基地孵化的清科激光创业团队带来激光增材
强化尖轨技术，推广后每年可为全国节约成本约
130亿元；洛阳中科信息产业研究院与中国一拖集
团合作研制的智能拖拉机出口澳大利亚……

时下，我市已同国内外一流高校、科研院所和
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建设了10个新型研发机构，它
们犹如10个产业“外脑”，正日益成为我市产业结
构调整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一大批行
业高精尖技术落地转化、有机结合，有力推动着洛
阳产业向更高端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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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结盟·引领·新高地

落地·转化·新成果

开放·合作·新突破

洛阳德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焊接机器人 洛阳北方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低速四轮电动车生产线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人机交互机器人

在中科院自动化所（洛阳）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创新
研究院里，技术人员在测试自主导航AGV小车

深圳光启下属洛阳尖端技术研究院参与研发的智能飞行器 本版图片由记者 潘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