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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集团与高校院所产学研合作：

自主开发出万吨级压铸机

一汽集团与吉林大学、光机所等高校院所，通过产学研合作方式开展的“一体化

压铸车体结构件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自主开发出万吨级压铸机，实现了车身一

体化压铸材料、工艺、模具、检测等方面全链条技术突破，项目成果将应用于红旗

E001车型车身后地板一次压铸成型，生产面积减少27.2%，制造工艺简化60%，人力需

求降低71.5%，零件减重16.1%，生产效率提升3倍以上，实现1件压铸产品集成74个

零件，创产品尺寸、结构复杂度国际之最。

百浪汽车与长春工大产学研合作：

开发自主知识产权自动化生产线设备

吉林省百浪汽车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与长春工业大学产学研合作开发出一系列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自动化生产线设备，极大缩短了汽车自动化生产线的研发周

期，提高了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和产品质量，提升了国产轿车的竞争力，节约了企业

成本，该项目成果的转化应用，企业实现新增产值1.3亿元，节支总额0.17亿元。

康达农机与长春理工大学产学研合作：

国内首创智能播种和肥料播撒测控装置

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与长春理工大学产学研合作开发的智能免耕播种

机，改变传统农耕方式，实施黑土地保护。在国内首创了智能播种和肥料播撒测控装

置，打破国外垄断，该项目已在净月开发区建立生产线，并投产，目前已形成年产4万

套免耕播种控制系统的能力，产品年产值2000余万元。

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推动更多关键性技术

成果就地转化为先进生产力，对提升区域综合创新

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2023年，长春科技成果本地转化捷报频传，实

现超常规、超历史翻番，提振士气、鼓舞人心。

据统计，2023年，长春市科技成果本地转化预

计达到2050项、增长141%，通过评价的科技型中小

企业4040户、占全省90%，较2022年增长193%，年度

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200户，创历史新高，高企

总数超过2900户。

科技之花如何结出如此璀璨之果？长春的探索

与突破带来深刻的启迪。

解密速度背后的密码，是长春市委、市政府顶层

推动、精准施策、聚力攻坚的结果。

充分释放长春的科教优势，坚持把科技创新摆

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

撑，牢牢把握科技创新的正确方向，找准制约科技成

果转化的瓶颈所在，“攥指成拳”打通“最后一公里”，

使关键性技术成果就地转化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成绩来之不易。

长春通过组建4个科技成果转化专班，深入在

长重点高校院所，地毯式开展“扫街”行动，仅成立4

个多月，练就“一双慧眼”，有效对接项目团队80余

个、科技项目百余项。

“扫街”行动“有声有色”，悄然间增强了高校院

所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与地方合作的意愿。吉林大

学率先试点，在每个理工科学院设置了1名成果转

化联络员，负责配合吉大科研院收集本学院科技成

果，跟进成果转化落地情况，初步形成“成果梳理、成

果发布、路演对接、落地园区”的成果转化全链条工

作模式。

成果转化专班发现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自

动轮智行底盘项目”优势所在，拥有国内领先的电驱

底盘控制开发实力团队，产品易于实现智能驾驶，可

应用于多个领域。为了留住项目，长春首次采取市

科技局、开发区、企业共同签约的科技招商模式，成

功将项目落位吉兴产业园辅园——高新创投产业

园。

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壁垒，长春在推动

未来种子基金发挥有效作用的基础上，还充分利用

长兴基金率先投、带头投、联合投引导作用，撬动科

技成果转化，目前，长春实现了对“种子期+初创期+

成长期”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全覆盖，逐渐构建起全

方位、多层次、多渠道金融投资体系，促使长光卫星、

长光辰芯、中研股份、通视光电、求是光谱、吉原生物

等一群硬科技IPO不断涌现。

长春科技大市场升级改造完成，“科创一网通”

云服务平台2023年3月正式投入使用……多功能一

体化的科技服务平台体系初步建立。重点突出云上

科技局、云上科技大市场、云上科创生态圈三个定

位，目前平台已注册用户6374位，集聚各类专家

2838位、各类科技型企业3794家、孵化载体122家、

金融机构54家。共发布科技成果2368项。

长春积极开展转化对接，举办成果供需对接等

各类科技创新活动850场；选派业务骨干担任“科技

成果转化服务专员”，与126家在长高校院所深入交

流对接，深挖可转化项目，长效化跟踪服务；实施“双

融”工程，选聘50名企业管理人才到高校院所兼职

“产业教授”，选派126名院校科技人才到企业担任

“科创专员”，促进大企大校大所协同创新，加速成果

转化。

长春市具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1个、科研机构83

家、高等院校49所，2022年成功获批国家自创区，成

果转化积淀雄厚，未来可期。

2024 年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力争突破 3000

项……长春，科技成果转化势不可挡，成果转化的

生力军万马奔腾，一片蔚蓝的科技之海正扑面而来，

蔚然壮观。

科技成果本地转化预计达到2050项、增长141%——

超常规跑出“加速度”
本报记者 孟凡明 王秋月

一汽研发总院：

自主开发出红旗全新混动专用氢能发动机

希达电子：

超高密度小间距LED系列产品国际领先

希达电子将吉林大学“超高密度小间距LED裸眼3D显示系统”、光机所“影院级

COB LED显示屏关键技术”等技术成果应用于LED显示产品研发，结合自主承担的“超

高密度小间距LED显示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示范”项目成果，研制出超高密度小间距

LED系列产品，关键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实现高端大屏显示核心技术、材料、

器件全国国产自主可控。

长光卫星：

成功实现星地激光高速图像传输全业务链工程化

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主研制的车载激光通信地面站，与“吉林一

号”星座MF02A04星星载激光终端开展了星地激光高速图像传输试验并取得成功。

这标志着长光卫星已成功实现星地激光高速图像传输全业务链的工程化，工程应用

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也是我国首次实现由独家自主完成业务化应用星地激光

高速图像传输试验。

中车长客:

国内首列市域C型列车正式对外发布

2023年12月1日，由中车长客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国内首列市域C型列车

在长春正式对外发布。该列车实现了高铁技术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模式的有机结

合，最高运行速度为每小时160公里，具有智能先进、安全舒适、公交化运营、高颜值

等特点，在全国市域铁路项目中拥有广阔应用前景。据悉，未来该列车将率先应用于

上海轨道交通市域机场联络线项目中。

长光博翔：

成功研制出全球首创双飞翼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
长春制造全球首创双飞翼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由中

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历经15年自主研发，由科研团队创办

的长光博翔无人机有限公司生产制造。采用全球首创的双

飞翼+多旋翼的气动布局，创新性地实现无人机在零下

40℃、海拔5500米，以及在7级强风中正常起降飞行的多项

无人机性能极限，拥有良好的载重能力和续航时间。该无

人机雷达散射截面积小，飞行时噪音很低，体积轻小，使用

方便；高速巡航和垂直悬停间可自由切换，执行任务更灵

活。可广泛应用于应急救援、电力和能源巡检、公安警用、

农林业监测、测绘等多种长距离任务需求。热销机型TW12

双飞翼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最大飞行距离可达300公

里，时速200公里/小时，载重能力4公斤，续航时间3小时，

同类产品中列居全球最先进的无人机。目前该项目已落位

长春新区长智光谷产业园，预计2024年产值5000万元。

长春光机所：

“空间环境地基综合监测网”光谱成像日冕仪通过测试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研究团

队参与研制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空间环境地基综

合监测网”（子午工程二期）光谱成像日冕仪（简称SICG），

在丽江玉龙站顺利通过相关部门组织的工艺测试，成功

获得首批日冕观测图像，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制的首台常

态化运行地基日冕仪正式建成。作为国内第一个开展日

冕仪研究的科研队伍，研究团队承担了日冕仪光学成像

系统的研制任务，日冕仪由于具有探测目标信号弱、杂散

光抑制难度大等特点，给光机系统的研制带来极大困

难。4年来，课题组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研制成功并按

时交付总体单位。光谱成像日冕仪采用内掩折射式光学

系统，在获得首批日冕观测图像后，经专家评估，SICG所

获科学数据的质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成为当前国际上

工作于该波段最优秀的地基日冕仪。SICG是国内第一台

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并进行常态化运行的地基日冕仪，该

项成果成功填补了我国日冕仪研制领域的空白，并为长

春光机所正在争取的极轨空间日冕仪和L5轨道空间日冕

仪的研制工作奠定了基础。

中国一汽研发总院研发的红旗全新混动专用氢能

发动机，基于GC混动发动机平台自主开发，攻破了氢气

空气双气流协同设计、低温燃烧高效增压、加强型曲轴

箱通风系统等前沿技术，解决了氢气异常燃烧、整机用

氢安全等多项行业难题。与上一代氢能发动机相比，

红旗全新混动专用氢能发动机在热效率、清洁排放、可

靠耐久性方面均实现了大幅提升。2023年是红旗品牌

“All in”新能源元年，也是中国一汽研发总院在碳中

性燃料发动机方面加速攻关的一年。红旗动力将在新

能源化、高效化、清洁化方面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助

力中国一汽研发总院全面开创“All in”新能源高质量

发展新纪元。

研发人员正在对新设备进行测试，保证
每一次运转的精度。

打造科研氛围浓厚的产学研发一体产业集群。

汽车零部件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专家解
析大会。

打造光电产业集群助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一台台新研发的设备经过技术人员验收合格一台台新研发的设备经过技术人员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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