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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产业基础优势 整合创新科技资源

高新区擦亮“新材料名都”金字招牌

创新驱动产城融合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淄博是中国五大瓷都之一，
在原料供应、历史发展、技术积
累以及陶瓷文化上，都独具特
点，是全国重要的陶瓷产地。淄
博高新区的艺术陶瓷、日用陶瓷
多次在国内外展会上大放异彩，
先进陶瓷更是为淄博的陶瓷产
业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
为国家火炬计划先进陶瓷特色
产业基地，淄博高新区大力扶持
先进陶瓷产业发展，不断创新延
伸新兴产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科技奇迹。

在淄博先进陶瓷行业中，山
东工业陶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工陶院”）可以称
得上是“行业龙头”。作为唯一
的国家级工业陶瓷专业科研院
所，工陶院始终屹立于行业科技
前沿，引领着中国先进陶瓷材料
技术与产业的发展方向，开创了
多个领域的研究先河。依托创
新平台，工陶院实现了国内多个
第一:第一根连续氮化硼纤维、
国内第一只玻璃水平钢化辊道
窑用石英陶瓷辊、国内首台套高
温高压煤飞灰过滤器、第一条特
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用百万
伏支柱绝缘子均诞生于此。在
高新区的大力扶持下，近年来，
工陶院研制开发的近百种新产
品中，有20余种被列为国家级新
产品，为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
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及国防军工作出了重大
贡献。

为了打造国际知名先进陶
瓷创新中心和重要制造基地，淄
博高新区以中国电子科技十二
所、清华美院、山东工陶院等科
研院所的人才和创新优势为依
托，建设淄博先进陶瓷产业创新
园。园区聚焦先进陶瓷前沿领
域，优化完善“政产学研金服用”
深度融合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打通上下游技术链和产业链，形
成先进陶瓷材料基础研究、应用
研究与开发和产品展示、销售有
机结合的高成长产业技术创新
链，建成集研发、中试、产业化、
贸易和展览为一体的国际知名
先进陶瓷创新基地。随着这一
平台的建设，将进一步推进高新
区乃至淄博市创新平台体系建

设，加快先进陶瓷创新成果转移
转化。同时，淄博先进陶瓷产业
园还将完善产品标准质量服务
体系，抢占行业发展话语权，推
动人才引进和培养，打造梯次发
展的人才团队，优化产业空间布
局，推动产业集聚，推动金融支
撑机制创新，全面提升淄博市先
进陶瓷产业竞争力，为加快推进
全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作
出应有的贡献。

设备支持、人才输出
构筑公共服务大格局

坐落于柳泉路北首的淄博
先进陶瓷产业创新园是一个新
材料“聚宝盆”，这里是集产业项
目孵化、公共技术服务、技术交
易交流、创业人才培训等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性创新服务平台，是
科技部火炬中心认定的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建筑面积18万
平方米。目前，陶瓷园入驻企业
110余家，集中在先进陶瓷、耐火
材料、窑炉生产设计技术等领
域。目前园区引进高层次专家
人才20余位，园区企业不断加大
与人才合作力度，其中合作院士
5位，千人计划专家7位。

在这个“聚宝盆”中，2013年
淄博高新区与武汉理工大学、山
东工业陶瓷研究设计院共同建
设的武汉理工大学淄博先进陶
瓷研究院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金
元宝”。研究院主要围绕先进陶
瓷材料的研究开发、应用技术研
究及工程转化、无机非金属材料
性能检测与评价等开展工作。
研究院先后投资2800多万元建
设了无机非金属材料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面向先进陶瓷、高性
能耐火材料、功能玻璃及纤维等
淄博市优势产业，提供关键共性
技术研究及验证、产品性能检验
检测预评价、标准的研究及制修
订以及工程技术集成及输出等
技术服务。

在高新区的大力支持下，无
机非金属材料公共技术平台至
今已经累计为国内外相关行业
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提供相
关技术服务上万次，其中，淄博
有千余家无机非金属在发展的
过程中得到过无机非金属材料
公共技术平台的帮助，淄博宏荣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

一家。
张超不仅是宏荣电子的技

术骨干，同时还是武汉理工大学
淄博先进陶瓷研究院项目部副
主任。为什么张超会拥有这样
的身份呢？原来，以研究院为依
托建立的无机非金属材料公共
技术服务平台不仅向企业提供
研发设备、检测设备等，还为企
业提供人才帮助。“宏荣电子基
于研究院与西北工业大学前期
研发成果，目前主要开展高端电
子信息材料的中试、生产，如微
波介质陶瓷，用于5G时代电子通
讯设备关键性部件，如滤波器、
陶瓷天线等。平台除了提供设
备之外，还在技术攻关上为我们
提供智囊支持，帮助我们共同进
行技术攻关，实现产品的更新升
级，提高产品的使用性能。”

基于研究院搭建的公共平
台以及优秀的人才支持，宏荣电
子2018年生产销售特种粉体材
料、电子产品及新型微波介质陶
瓷天线3万只，实现销售收入286
万元。目前，宏荣电子已投入了
850万元用于该项目的研发，并
将在未来3年内持续投入经费进
行产业化研发，为该项目与生产
实际紧密结合提供了可靠的保
证，必将加快研究成果向规模化
生产的转化。

除了为企业提供人才支持、
进行技术攻关，高新区还为武汉
理工大学等高等院校的硕、博士
生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舞台。自
2013年成立至今，武汉理工大学
淄博先进陶瓷研究院共承担各
级科技项目15项，工程转化项目
14项；授权发明专利9项，累计培
养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才30余名，
为淄博当地企业引入本科及以
上学历人才近百名。研究院项
目部主任隋慧婷告诉记者，每年
都会有高端人才带着优秀的科
研成果来到研究院，其中不乏许
多项目在与当地企业对接后一
拍即合，成果转化前景广阔，并
经过放大、中试之后推向市场。
部分高端人才会随着项目留在
淄博；有些人才尽管后续前往外
地发展，但也会对于项目发展给
予一定的关注，并寻找合适机会
展开进一步合作。这样的良性
循环大大促进了淄博当地行业
的健康发展，助力新材料产业升
级，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如

今，高新区的研究平台已经在业
内具备了相当大的影响力，随着
今年人才金政37条的实施，相信
会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落户高
新区。”隋慧婷说。

此外，中试基地的建设，也
将为高新区新材料的发展起到
良好的推动和提升作用。今年，
由淄博高新区总投资131830万
元的淄博高新区齐鲁新材料中
试基地项目开工建设，计划2021
年10月投入使用。该项目将搭
建特色鲜明的产业技术中试功
能单元，形成覆盖山东、引领全
国新材料产业领域发展的中试
技术服务平台，把检测平台、研
发平台和中试基地建设结合起
来，形成大物理空间概念的研
发 、中 试 、孵 化 、公 共 服 务 大
格局。

集聚高端智力资源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
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是一个
国家科研水平的象征，也是一个
国家创新的中流砥柱。在淄博
高新区，一批院士工作站研究成
果得到落地转化，不仅直接给企
业带来效益，更提高了企业的科
技创新意识和人才意识。12月
13日，记者在淄博高新区精细化
工和高分子材料研究院见到了
山东澳联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运
营总监杨程和技术总监沈志刚
博士，他们都是从新加坡到淄博
来工作的高等人才，促使他们回
国发展的关键人物是甄崇礼
院士。

甄崇礼是澳大利亚新南威
尔士大学教授、澳大利亚技术科
学与工程院院士，主要从事纳米
材料制备与应用。在纳米医药
材料领域做出了许多领先世界
的基础科研成果，并且非常擅长
高新技术的产业转化，在技术工
程化应用方面受到德国、美国、
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
的多家知名企业的高度认可，其
科技成果已为国内相关企业带
来上亿元的收益。

经过多番考察比较，甄崇礼
于2018年4月在淄博高新区设立
山东澳联新材料有限公司，致力
于纳米新材料、新能源、环保科
技、纳米医药、生命科学等技术

的研发与产业化。经过不懈努
力，仅半年的时间，甄崇礼及其
团队自主研发的“工业微波硅棒
破碎和硅片清洁技术研发与设
备制造项目”就产生了可观的成
果，不仅制造出设备样机，并已
经与客户达成订购协议。

“好的科技成果必须经过科
技转化走向市场，才能发挥它应
有的价值，甄院士正是看中了高
新区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完整的
产业链条。”杨程介绍，目前山东
澳联新材料有限公司已经与华
光陶瓷、金狮王陶瓷在纳米抗菌
方面开展了合作。“研究院给我
们提供了良好的实验设备和检
测平台，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发
展中的实际困难。”

沈志刚博士告诉记者，目前
山东澳联新材料有限公司并没
有急于进行大面积推广，而是先
与龙头企业合作，逐步做出行业
标准，然后再逐步铺开。“此前有
很多建筑陶瓷和日用陶瓷都打
出了纳米的概念，但能够真正起
到纳米抗菌作用的并不多，我们
现在就是要做出样板，帮助企业
提升品质，并促进整个行业的发
展。”

对此，淄博高新区精细化工
和高分子材料研究院负责人杜
振江说，引进并孵化一个企业，
并不是马上就要它出很高的经
济效益，而是给它充分的时间，
提供充分的扶持，让企业打实基
础、扎深根基，这样才能保证企
业“根深叶茂”。

自2010年建设至今，淄博
高新区精细化工和高分子材料
研究院不断深化产学研合作，集
聚各类创新资源，推动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大力提升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
新材料领域的成果转化、产业化
创造了更加适合和完备的发展
环境，为提升淄博新材料产业水
平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至
今，研究院已与淄博地方科技企
业进行了16项产学研合作，累计
投入扶持资金435万，引导相关
企业配套资金1000余万元，新
增销售收入1000余万元，为淄
博引进领域内的专业教授20余
人，帮助淄博产业由传统高能耗
低附加值向低能耗高技术高附
加值升级，助力淄博市新旧动能
转换。

编者按
筑好凤凰台，引得凤凰来。近年来，淄博高新区不断加强产

业园区建设，引领优势项目向园区聚集，把园区打造成集聚优质
项目和高端人才的“强磁场”。如今，高新区各产业园区强势发
展，新华制药、新华医疗、新华联合、三九华润、新恒汇、瑞声科技
等高新技术企业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星，在高新区的版图上熠
熠生辉。

即日起，我们将陆续推出报道，关注高新区“凤凰台”的建
设，展现“金凤凰”的引领魅力。

淄博先进陶瓷产业创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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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动能转换，新材料是主力军。作为区域创新发展的“先行者”和“领头羊”，淄博高新区通过立足新材料产业基础优

势,不断整合和优化科技创新资源，形成了以无机非金属材料、先进陶瓷、精细化工和高分子为代表的多种材料共同发展的产
业格局，擦亮“新材料名都”的金字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