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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恒强智能提升设备，其能轻松且精准地拿起
600公斤的货物，操作者双手可无阻力地自由提升或
下降重物，可以轻松完成重物的搬运、吊装等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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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向新而进向新而进 向实而立向实而立 向数而行向数而行

杭州破题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杭州破题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注入创新策源“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简单地说就是以“科技创新发挥主
导作用”的生产力。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杭州正抢抓机
遇，向新而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航空航
天就是其中之一。

陆空两栖智能无人机系统，可以实现陆地、空中
模式自主快速切换，兼具不同场景应用优点；具有低
密度、低成本、高强度等显著特点的高承温低铼Ni3Al
基单晶合金解决了航空材料的“卡脖子”问题……走
进天目山实验室成果展厅里，一大批航空航天领域的

“黑科技”吸引着来访者们的眼球。成立不到两年时
间，这家省级实验室已经产出了不少“重磅”成果，成
为航空领域的又一创新源头。

天目山实验室副主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
学家周苗就是在航空航天领域求索源头创新的科研人
员之一。在他的带领下，团队研发的 I2DM新材料辐照
效应模拟软件，能够模拟特定辐照环境，解决一些材料
需要到太空实验，成本高昂、研究周期长的问题。“团队
通过计算机模拟的手段，依托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预
测和验证新材料的结构与性能，提前预测出材料在制
造上的可行性，作前瞻性分析。”周苗说。

同一时间，在涌动着创新因子的杭州高新区（滨
江），白马湖实验室内的一大批科研人员正结合产业
需求，聚焦绿色能源的能质转化与传递，实现一个个
新的突破。

白马湖实验室由浙能集团牵头，联合浙江大学、
西湖大学共建，是浙江省唯一一家由省属国企领办、
联合高校共建的能源领域高能级科创平台。目前，实
验室共有 20支科研团队，主要承担了 40项国家级和
省级的重大任务，产出了20余项标志性成果。

就在近日，白马湖实验室参与联合攻关的二氧化
碳捕集与矿化利用集成示范项目顺利通过 72小时运
行试验。在连续运行试验期间，项目平均碳捕集率
90%，捕集纯度99%。捕集到的二氧化碳，三分之二用
于矿化养护加气砌块，三分之一用于压缩液化制取食
品级干冰，可实现100%消纳利用。据悉，这是全国首
套万吨级燃煤电厂二氧化碳捕集与矿化利用全流程
耦合示范项目，每年处理的CO2量相当于1.5万亩森林
每年的固碳量。

承担国省重点研发项目 278项，获得省科学技术
奖 200项，取得“15”战略领域重大科技成果 41项，居
全省首位……源源不断的高质量创新成果在杭州涌

现，这些突破都源于杭州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而不
断搭建完善的高质量创新平台。

2023年，杭州市以城西科创大走廊为主平台，加
速布局新型实验室体系，国家实验室正式挂牌运营，
中国科学院医学所获批中国科学院直属所，新增全国
重点实验室 7家，总量达到 18家。目前，杭州市以争
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牵引，初步形成了“1+2+18+
7+N”的新型实验室体系，即1个国家实验室、2个大科
学装置、18个全国重点实验室、7个省实验室和N个高
能级创新平台。

同时，杭州市提速建设科技强基项目，目前杭州
市科技强基项目达到30个，实现“投资额超百亿、区县
（市）全覆盖”。目前，科技强基项目累计完成投资额
90.07亿元、居浙江省第1位。超重力大科学装置实验
大楼顺利结顶，极弱磁大设施本体项目预计年底开
工，配套交叉研究平台开工建设。

点燃成果转化“新”引擎

推动更多重大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是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环。近年来，全国各地
密集出台政策推动成果转移转化，率先提出打造成果
转移转化首选地的杭州如何保持先发优势？

不久前，杭州市科技局、杭州技术转移转化中心
在杭州市创新深化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建设
推进会上，共同发布了全国首个成果转化领域大模型
——“智者大模型1.0”，破解需求征集难、成果评价难
和供需匹配难等普遍存在的行业难题，向实而立。

记者通过“智者大模型1.0”看到，其目前已完成1
万余家企业需求画像，帮助对接 600多项科技成果。
据杭州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副总经理王宏坤介绍，“智
者大模型1.0”的主要功能有企业智能画像、成果智能
化评价、供需智能化匹配等。

其中，“企业智能画像”利用大模型对企业发展情
况、产业链情况、研发情况、转化情况等进行综合画像，
实时分析挖掘企业潜在技术需求；“成果智能化评价”
是利用大模型对成果进行多维度实时画像，挖掘相关
知识产权、论文期刊、专家学者及在研机构等核心信息
进行综合评价，智能研判高质量成果所在。“供需智能
化匹配”通过大模型将企业智能画像与成果智能化评
价结果进行智能匹配，实时生成成果（需求）推荐报告。

自去年 6月启动以来，杭转中心已建设科技成果
库和技术需求库，现有成果超过 50万项，技术需求超
过1.2万项；已引进42家机构入驻，并推动600余项成
果对接，40余项完成转化。

此外，杭州的概念验证中心创建如火如荼。去年
以来，杭州围绕当地智能物联、生物医药、高端装备、

新材料和绿色能源五大产业生态圈，布局30家概念验
证中心，已入库项目 422个，首批 15家转化落地项目
82个，获投融资 13.5亿元，概念验证中心杭州经验被
写入新修订的《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比如，白马湖实验室创建有低碳节能技术概念验
证中心，白马湖实验室二氧化碳捕集及利用团队负责
人祁志福表示，“概念验证是科研成果转化的关键步
骤，为创新成果和市场化之间搭建起桥梁，研发单位
可以进入我们的概念技术中心，对自己的成果进行评
估，验证早期成果的可行性和商业价值。”

如果说概念认证被认为是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
“最初一公里”，中试对应的就是“最后一公里”。记者
从杭州市科技局获悉，今年杭州提出加快中试基地建
设，到2026年，全市培育建成中试基地（平台）20家以
上，实现智能物联、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和绿色
能源五大产业生态圈全覆盖，实现技术成果有承接、中
试需求有供给的中试服务全覆盖，形成各具特色、行业
共享、可持续发展的科技成果中试服务体系。

推动资本、数据、人才等要素向创新主体高效集
聚，离不开科技成果转化员和技术经纪人。加快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人才队伍建设，杭州已经快速行动起
来。2023年 12月，杭州市技术经纪人培训班顺利开
展，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企业技术需求挖掘与凝练、专
利运用及快速审查、创新孵化和股权并购融资等专业
课程，让学员们收获颇丰。

像这样的技术经纪人培训班，已经在杭州常态化开
展。目前，杭州科技服务队伍日渐庞大，成果转化员、技
术经济人、创新协作员“三员”科技服务队伍超4000人。

抢占人工智能“新”高地

一根毛线变成一件羊毛衫需要几步？在恒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跑式全成型横机控制
系统的“指挥”下，可以实现编织物“一线成型”，省去
了复杂的缝合工序，减少用工需求和生产时间。

2009年，公司推出国内首台全电脑横机控制系
统，2014年，第二代高速高效电脑横机控制系统横空
出世，2019年再推出智跑式全成型横机控制系统……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恒强科技实现了从传
统生产模式向智能、灵活、高效的方向迈进，除了“一
线成衣”外，用户还能实现网络化、个性化定制，在线
自主选择材质、尺寸、花型和样式等。

走进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蓝芯科技的制造车间
内，能看到智能搬运机器人、SMT上下料机器人、复合
机器人等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井然有序地来回穿梭。
这些机器人通过精确的定位和导航，能够准确地将物
料从仓库搬运到生产线，再将成品
从生产线搬运到指定的存储区域。

蓝 芯 科 技 以 核 心 技 术 LX-
MRDVS（蓝芯-移动机器人深度视
觉系统）赋予机器人 3D 视觉感知
能力，而新一代智能搬运机器人还
在语义障碍物识别上进行了升
级。通俗地讲就是机器人可以“理
解”面前的障碍物是人还是箱子，
从而选择停下来还是绕道走。

在杭州这座拥有众多高校、科
研院所和科技企业的城市，人工智
能技术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引
领着创新与变革。近年来，杭州不
断加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创新应
用的研发和支持力度，加速布局

“人工智能+”，向数而行。
杭州是全国人工智能重镇，入

选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国家人
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集聚了全省超三分之一的人
工智能核心企业，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一梯队。《杭州
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成为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头雁城市。

3月 14日，杭州市人工智能产业联盟宣告成立，
160家成员单位将合力为杭州打造全国算力成本洼
地、模型输出源地、数据共享高地提供服务和支撑。

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称，联盟
将通过规模化弹性的计算设施、规模化灵活的模型、
极低的模型训练计算成本、开放的产业环境、更灵活
的人才环境、更创新的机制设计以及更完整的产业

链，以共商、共建、共享、共发展的理念，紧紧依靠市场
机制，加快推动产业发展，实现共同理想。

今年，杭州将高水平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作为
深化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的首要任
务。而上述产业联盟的成立，也对外释放着清晰信号
——该市正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进一步做
好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
产业建链文章。

杭州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杭州将构
建“226”科技创新工作体系，瞄准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构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两个目标，迭代完
善“创新深化”和“315”两大工程，实施创新策源强基行
动、核心技术攻坚行动、主体培育提质行动、首选地深
化行动、科技人才引育行动、科技治理提升行动，为浙
江“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贡献科技力量。

图为白马湖实验室“二氧化碳捕集与矿化利用集
成示范项目”模型。

图为科技成果转化“智者大模型1.0”。

图为天目山实验室的“长鹰E无人机”。该无人机
长达40h的续航时间可以使其在几千公里的半径内，
全天时、全天候地进行巡航和侦察，适于执行反恐、边
境巡逻以及陆地和海域侦察等任务。

春意正浓，万物复苏，钱塘两岸万千气象新。
在杭州市萧山区浦阳镇“谢径安·传化农创村”内，由湘湖实验室油菜种质创新与育种团队培育的9种花色的彩色油菜在共享试验基地竞相绽放，铺展出一幅“科技春耕图”；在余杭，

只需在手机上下单购买美食，片刻后，一架六旋翼无人机便会携带订单物品从天而降，精准送达指定地点；不久前，由杭州企业制造的首款会后空翻的电驱动人形机器人亮相全球瞩目
的英伟达2024GTC大会开幕式，一时间引发巨大关注……一幅奔赴高质量发展高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未来发展新势能的美丽图景正在杭州徐徐展开。2023年，杭州全社会
R&D经费投入强度达3.86%，在全国GDP10强城市中居第5位；全市技术交易额达到1589亿元，创历史新高；连续13年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2024年，杭州有
了更多新目标：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提升到3.95%，高新技术企业累计数超过1.7万家，实现技术交易额、新产品产值总和超8500亿元，累计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15.5万件……新的
蓝图已经铺开，杭州向“新”而行。 本报记者 陈路漫 楼昊 通讯员 胡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