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作为中国高校
成果产业化先行者，科技龙头企业华工
科技始终践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
发展。

春节期间，华工科技智能制造产业
园内一片忙碌。值班技术人员正调试轮
胎模具激光清洗装备，为发货做准备。

据了解，前不久，该产品首次获得全
球头部轮胎企业订单近10台，并与多家
全球知名轮胎企业达成意向订单。

打破藩篱，在企业一线建实验室，
2024年8月，武汉市科技创新局和市经信
局联合龙头企业牵头组建10家产业创新
联合实验室，串联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
业、高校院所开展底层技术、共性技术、
关键技术、前沿技术攻关。

持续支持企业创新发展，2024 年，
“分类分层培育体系”相应出台。武汉市
科技创新局介绍，全市科技系统大胆创
新，该体系将传统“选项目”模式转变为

“选企业”，按企业成长不同阶段，实施育
苗、跃升、瞪羚、领军四个不同层面的企
业培育计划。

2024年7月，武汉光谷专注于人工智
能医疗影像诊断的初创企业罗辑技术（武
汉）有限公司入选“武汉市初创科技企业
育苗计划拟立项企业”，从最初仅有几人
的团队，逐步成长为拥有核心技术、专业
研发和市场拓展能力的创新型企业。

目前，罗辑技术的产品已在多家医
院投入使用，为医疗诊断提供了高效、精
准的解决方案。通过育苗计划，罗辑技
术得到武汉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支持，
未来，企业将持续在生物医学影像领域
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

小微高企跃升计划同样成效显著。
通过引导首次纳统入规的高企建设企业
研发中心并予以资助，2024 年，已有 41
家备案市级企业研发中心。同时，在骨
干高企中遴选出创新能力强、专业领域
新、成长速度快的125家“武汉市科技创
新瞪羚企业”，通过后补助方式，支持其
开展自主项目研发，助推裂变成长为高
能级企业。其中，已有42家企业获得超
3000万元的股权投资。

“大、中、小”企业齐心协力，目前，武
汉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科技型中小
企业评价入库均双双突破1.6万家，均居
全国主要城市前列。

政策平台双驱动，科技成果转化全
面提速。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武汉通
过政策创新与平台建设双轮驱动，取得
了显著成效。2024 年初制定的成果转
化“二十条”在全国首创多项政策措施，
开展在汉高校院所服务地方贡献度评
价，激发了高校院所与地方经济发展紧
密结合的积极性。推动职务科技成果

“限时转化”，让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更快
走向市场。实施技术交易“四方有奖”，
调动了高校院所、企业、技术转移机构
等各方参与技术交易的热情。这些创
新政策被中央科技委《工作简报》刊发，
成为全国科技成果转化的先进经验。

武汉还不断完善技术转移服务体
系。组建上海技术交易所中部服务中
心，引入专业的确权确价体系，提升技术
交易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备案市概
念验证中心 16 家、中试平台 35 家，认定
市科技成果转化中心10家，构建了从概
念验证、中试到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
系。武汉市技术转移研究院的组建，常
态化开展“汉版”技术经理人培训，举办
第二届武汉技术经理人大赛，培养了一
批专业技术转移人才。全市技术合同成
交 额 达 到 2608.3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65%，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显著。

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浪潮中，科技创新已成为城
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武
汉，这座充满活力与创新精
神的中部重镇，正以坚定的
步伐、有力的举措，全力推进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向着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
地目标奋勇前行。

2024 年初，新春第一会
——全市科技创新大会召开

“吹响进军号角”，为全市科
技创新事业绘制新一年的

“蓝图”。
为加快将科教人才优势

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2024
年初，武汉市委、市政府推动
成立市委科技委，武汉市科
技创新局牵头出台《关于加
快推动科教人才优势转化为
创新发展优势的实施意见》，
明确 15 个方面 51 项重点任
务。

2024 年 10 月，《武汉科
技创新中心指数报告 2024》
在汉发布。报告显示，近年
来武汉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
升，科技创新中心指数得分
达到了 206 分。其中知识创
造力增长最快，产业驱动力
和辐射引领力均实现快速增
长，研发经费投入强势增长。

“本《报告》旨在监测和
评价武汉科技创新能力变
化，系统分析武汉的优势和
短板，为进一步推动武汉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决策支
撑。”报告发布方、中国科学
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有关负
责人称。

目前，武汉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正
稳步迈向新的阶段。

据武汉市科技创新局介
绍，为了进一步“集中力量干
大事”，市委科技委成立了由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李德仁院士担任主任委员、
汇聚各领域共 30 位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一线院士、专
家、企业家的武汉科技咨询
委员会，为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不断提供最强智力和动力
保障。

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
展蝶变。在科研平台建设
上，武汉加快推进汉江国家
实验室科研总部建设，积极
推动测绘遥感信息工程等一
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参加重
组，在汉全国重点实验室总
数达41家。

借科教人才优势支持本地
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市委科技
委办公室出台《武汉市支持湖
北实验室效能提升的若干措
施》，八家在汉湖北实验室捷报
频传，全球首片8英寸硅光薄
膜铌酸锂光电集成晶圆、新能
源船舶综合电力系统等16项
突破性、标志性成果对外发布。

此外，数字建造、智能设
计与数控2家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创新运行机制，取得全生命
周期BIM监管云平台等多项
重大成果，为建筑、制造业等
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
力支撑。

武汉还以“揭榜挂帅”等
方式组织实施11个市科技重
大专项，解决一批“卡脖子”难
题，打造一批“撒手锏”成果。

在未来产业布局上，武汉
前瞻性地重点布局量子科技、
脑机接口、人形机器人等13个
未来产业领域，取得全球首款
一站式植入脑机接口、国内首
台原子量子计算机等一批重
大创新成果。

围绕优势产业转化、新兴
赛道开拓、场景应用示范等组
织实施以“用”为导向的科技
成果转化，全球首创的植入式
人工膀胱等一批科技成果正
在深度融合科技创新与产业
创新。

仅一年时间，从办公场地
到政策对接，从员工招聘到专
家指导，武创院推进团队成立
低空感知与空域技术研究所
（以下简称低空所）。

“大盘取厚势，落子开新
局，在这低空经济发展元年，
低空所、星御通在武创院的支
持下，我们一定把握好机遇，
乘势而上，在低空基础保障设
施领域，在低空防务领域争做
领航者，紧做聚合者，不负武
汉市的支持和赋能。”武创院
低空所工作人员李倩倩称。

致力于“政府不能做、高
校院所不愿做、企业做不了，
但科技创新又必须要做”，武
创院新组建专业研究所11家、
企业联合创新中心23家、公共
服务平台2家，创新单元总数
累计达到86家，搭建起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创新桥梁，武汉市
推动其创新发展经验，《武汉
市打造应用型创新枢纽 推进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
展》成为全国科技创新与产业
融合的典范。

大力推进创新创业载体建设，目前，武汉
已认定17个创新创业特色街区（小镇），这些
街区和小镇成为创新要素汇聚的高地。

光谷的创业街区，以其浓厚的创新氛围和
完善的配套设施，吸引了大量初创企业和创业
者。在这里，两点十分等一批专注于动漫、软
件开发的创业团队，借助街区提供的创业辅
导、资金对接等服务，迅速发展壮大。

同时，武汉新增市级以上众创孵化载体79
家，新建创新街区（园区、楼宇）118万平方米。
这些载体为创新企业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

“赛会展”激发创新活力，武汉市科技创新
局介绍，2024年，举办的国际光化学与绿色制
造技术创新大赛，吸引了全球众多科研团队和
企业参与。其中，依托武大化学院电化学实验
室曹余良教授团队，面向钠电产业需求，致力
于解决行业瓶颈问题的武汉珈钠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在大赛中脱颖而出。

公司负责人称，珈钠集团在武汉成立了研
究院，正是看好武汉的科教资源优势和人才，
希望在武汉将研究院有产业化前景的项目实
现中试阶段的孵化过渡，从而把产品从实验室
推向量产。

中非创新合作与发展论坛、东湖论坛、武
汉量子论坛、九峰山论坛暨化合物半导体产业
博览会等一系列 2024 年举办的高水平活动，
为武汉搭建了与国内外交流合作的平台。

在东湖论坛上，众多专家学者围绕人工智
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展开深入研讨，为武
汉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武汉还围绕“965”产业发展，组织“武创
荟”成果对接活动74场，促进了创新成果与产
业需求的精准对接。首次举办的“武创源”颠
覆性技术创新大赛更是成果丰硕，10个项目在
全国获奖，数量位居全国城市第三，充分展示
了武汉的创新实力。

科技金融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武汉
持续强化科技金融服务，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
服务模式。“科保贷”“科担贷”的持续推广，为
众多科技企业解决了融资难题。

2024年8月，武汉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智
慧担保业务系统上线，串联财务、签章、聚合支
付、在线开票、短信平台等内外部应用，涵盖
200余项功能点，打造一站式高效应用场景。

武汉还推动银行定制“科创成果转化贷”
等41个产品，设立科技金融工作站57家。国
家科技创新再贷款政策在汉落地，5034 家企
业入选科技部推荐名单，居全国城市前列。
这些举措为科技企业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渠
道，有力推动了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和产业
化。

在国际科技合作方面，武汉强化国际科技
合作载体建设，在美国、葡萄牙等国布局建设5
家国际企业创新中心、5家“一带一路”联合实
验室。

过去的一年，武汉科技创新成果斐然。
新的一年，武汉市科技创新局将同心协力咬
定目标，从创新策源、关键核心技术、科技成
果转化、科技企业培育、科技体制改革、开放
创新协同等方面，重点加速国家实验室“核
心+基地+网络”体系建设、加快完善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体系、加快构建颠覆性技术培育
支持体系。

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聚焦战略新兴产业细分领域，一体化开展
重点领域平台建设、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出
一批具有“技术突破、指标登峰、前景广阔”特
点的重大科技创新产品，引领重点新兴产业高
质量发展。聚焦未来产业培育，围绕技术供
给、产品打造、主体培育、场景应用等方面，加
速构建产业创新生态。

2025 年，武汉科技系统将以挺膺担当之
姿，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高
地，努力在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
略支点中当好龙头、走在前列，为国家贡献武
汉力量。

（陈洁 武科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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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创新版图中，武汉被不断
“点亮”。2024年9月，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发布《2024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
告》，武汉全球位列第十三、国内第
五。这一成绩的背后，是武汉长期以
来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投
入。

武汉持续筑牢科技创新根基底
座。2024年11月，《自然》杂志发布

《2024 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武
汉全球排名又前进1位，达到第九，
国内排名保持第五。据了解，自然
指数是衡量科研机构高质量科研产
出的重要指标。

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高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
化”，武汉正强劲重塑新时代武汉之

“重”。
人才是科技强国的第一资源，在

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武汉大学李
德仁院士荣获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是全国获此殊荣的两位杰
出科学家之一。在汉单位牵头完成
的通用项目共获得19项国家科技奖，
获奖数居全国第二，创造了历史最好
成绩。

这些国家科技奖涵盖了多个领
域，代表着武汉在原始创新能力、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科研成果产业转
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科技创新，晖光日新。过去的
一年，武汉科技创新“首创”“首个”

“首次”层出不穷……
华工科技智能制造未来产业园

半导体工艺实验室内，激光切割一
片碳化硅晶圆用时20分钟以内，蜿
蜒度在5微米以内。切割晶圆的“硬
核工具”是华工激光自主研发的第
二代国产化激光晶圆隐切设备，
2025年1月初成功完成中试验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于近日正
式批准了武汉凯德维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的创新产品“子宫内膜癌甲
基化检测”注册申请。这是湖北省
今年首款获批上市的Ⅲ类创新医疗
器械，填补了业界对临床子宫内膜
癌无创筛查的技术空白。

2024年12月，依托华中科技大
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建设的“湖北
省 6G 工程中心”获批并投入使用，
这是在汉首家瞄准 6G 通信技术建
设的工程研究中心。该项目负责
人、华中科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
院教授江涛介绍，中心提出的校验
级联PCC极化码成为5G控制信道
唯一编码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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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以建设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为主线，将科教

人才优势作为创新驱

动发展的核心引擎，深

度推进科技创新与产

业创新融合发展。

过去的一年，全市

科技系统奋楫争先，各

项工作稳步迈进，佳绩

频传，硕果盈枝，创新

活力持续涌动。

挺膺向新 奋楫笃行
武汉科技创新活力奔涌

右图：大美武汉。陈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