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昂扬生活 探享所爱

全新都市高能SUV别克昂扬正式发布
近日，上汽通用汽车别克品牌于

成都车展正式发布全新都市高能
SUV——别克昂扬Envista，并宣布
开启预售，售价15万元起。别克昂
扬基于通用汽车新一代紧凑型SUV
平台打造，率先搭载最新迭代的别克
eConnect智能互联科技及同级领先
的高效驱动系统，并首次配备Tune
Melody®重低音3D环域音响，将为
新时代都市人群及现代家庭带来充
满活力的出行体验。

有颜有品 一见倾心
别克昂扬的车身设计摆脱了传

统SUV的束缚，外观轮廓更流畅动
感，让身处都市的颜值控一见倾心。
车身尺寸为4638×1816×1565毫
米，轴距达到2700毫米，在拥有时尚
造型的同时，保证了座舱的充裕空
间。基于PURE Design纯粹设计理
念，新车采用全新别克前脸设计，展
翼型全LED日间行车灯配合低重心
的格栅，凸显时代审美；晶钻LED自
动大灯细节丰富，将高级感展现得淋
漓尽致。

凭借领先轴距和高效座舱布局，
别克昂扬打造了充裕的腿部及头部
空间。新车后排腿部和膝部空间分
别为983毫米和111毫米，达到中级
SUV水平。同时，全车提供多达28
处储物空间，后备厢空间最大可扩展
至1273L，轻松适配不同出行场景。

智能体验 一路随心
别克昂扬率先采用了最新迭代

的别克eConnect智能互联科技，交
互体验全面升级：一体式双10.25吋

超感高清互联屏清晰度更高、操作更
流畅；同时车机系统在UI界面、语音
识别、导航、多媒体等方面实现全方
位进化，并支持OTA远程升级，为用
户带来更智能、便捷、充满乐趣的智
能出行体验。

别克昂扬中控屏采用全新扁平
化UI设计，支持自定义卡片式交互
界面，智能场景引擎可主动、快捷地
将信息流呈现给用户。同时，新增的
随心看App拥有爱奇艺等平台提供
的海量视频资源，让停车休息或等待
也能尽享欢乐时光；全新百度智能语
音系统支持中途打断、多轮对话、个
性化多发音人选择等功能，使人机交
流更自然流畅。

领先动力 优异操控
在动力表现方面，别克昂扬是不

折不扣的实力派——其搭载获得
2021年度“中国心”十佳发动机的第
八代Ecotec 1.5T发动机和荣获“龙
蟠杯”第三届世界十佳变速箱的钢链
式CVT变速箱。这套“双十佳”黄金

动力组合可输出135千瓦最大功率，
并可在1500-5000转速的宽泛转速
区间持续释放250牛顿米最大扭矩，
实现7.9秒百公里加速时间，WLTC
综合工况油耗低至6.52升。

精心调校的底盘系统则赋予别
克昂扬优异的舒适性和操控性，为用
户带来灵活精准的驾驶感受。新车
采用全新优化的麦弗逊前悬架，实现
更迅速的振动吸收效果和更佳的车
身姿态控制；带瓦特连杆的扭杆梁后
悬架能够在过弯时最大限度减少侧
向变形，除有效提高侧向稳定性、让
转向更灵活精确之外，还能在通过粗
糙路面时提升车辆的整体感。

安心防护 乐行无忧
别克昂扬搭载先进的主被动安

全科技。新车采用BFI一体化车身
结构，高强度钢材使用比例达75%；
搭载eCruise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拥
有ACC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LKA
车道保持系统、FCA前方碰撞预警系
统和PD行人识别系统等众多功能，
让驾驶更轻松惬意的同时，显著提升
行车安全。此外，新车创新配备了
360°全景影像系统并提供透明底盘
显示功能，实现底盘盲区可视化，在
经过复杂路况时给予驾驶者更强信
心。

作为别克 SUV 家族的最新力
作，别克昂扬凭借全能的过硬实力，
为新时代的高品质出行注入澎湃活
力。随着新车的到来，别克将对主流
SUV市场实现更广泛的覆盖，满足更
多消费者的个性化与多元化需求。

廖咏雪

□本报记者 夏元

9月8日，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明月湖畔，第
七届创客中国重庆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
赛及颁奖典礼在此举行。

台下，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下称重庆高新院）董事长陈锦、规划发展部部
长林培思，密切关注着场上创客们的路演展示。
他们专程从璧山赶来，正是要与其中11个优质
项目的路演人现场签约，通过对这批项目进行孵
化培育，让它们产生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

自2019年6月成立以来，重庆高新院通过
实行科研成果“孵化+推广+迭代”全周期培
育，让一批科技创新项目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变成真金白银。截至目前，重庆高新院已孵化
25家科技型企业，成活率100%，累计实现收
益约1.5亿元；获得意向订单超过8亿元，预计
实现产值16.7亿元。

如何打通科研成果产业化“最后一公里”？
重庆高新院使出了三招。

搭平台
培 育 一 批“ 专 精 特 新 ”企 业 、

“中国行业百强企业”等

今年6月，在市经信委发布的本年度市级
“专精特新”企业榜单中，重庆平创半导体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重庆平创）榜上有名。

成立于2019年底的重庆平创，是重庆高新
院当年引入重庆大学教授陈显平及其团队后双
方共同创建的，前者以资金入股，后者以技术入
股。

“携手重庆高新院，让我们在科技成果产业
化道路上少走了不少弯路！”陈显平感慨地说，他
带领的科研团队，是国内最早从事碳化硅功率芯
片研究及应用的队伍之一，但在把研究成果转化
成生产力的过程中，他和团队成员一度遭遇研发
资金不足、缺乏企业管理经验等难题。

在接洽重庆高新院并获得资金入股共建企
业后，陈显平和团队在资金、制度建设等多个方
面得到重庆高新院全程帮扶，团队的科研成果
顺利走上生产线——重庆平创成立一年即获得
超过6000万元市场订单，目前企业在碳化硅芯
片器件领域取得10多项成果专利，在国内率先
开发出基于全碳化硅芯片技术的电源管理与转
换系列产品，特别是完成“升为规上企业、成为
高新技术企业、获批‘专精特新’”的“三年三级
跳”，让企业步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作为通过重庆高新院搭建平台的培育孵化
项目，重庆平创的成长很有代表性。”陈锦介绍，
在重庆平创成立初期，重庆高新院在中试、管理、

市场三个方面积极为企业赋能。
在中试方面，重庆高新院委派技术人员入

驻企业，为其搭建碳化硅充电桩中试产线，全程
代办充电桩建设项目，帮助企业通过质量体系
认证；在管理方面，派驻专职董监事，从零开始
帮助企业建章立制，包括搭建组织架构体系、提
供财务及法务支持等，确保企业高效运行；在市
场方面，积极推动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先用先
试，比如对重庆平创在完成全碳化硅充电桩产
品开发后，及时协调相关单位首购首用，推动这
一产品成功入选重庆首轮“新基建”项目，畅通
了市场渠道。

正是通过上述一揽子搭平台举措，截至目
前，重庆高新院培育出1家市级“专精特新”企
业，1家“中国行业百强企业”，2个“重庆英才”创
新创业团队，4家重庆市新型研发机构，4家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建基地
为引入的科研企业提供产品正式

投产前的各类测试

9月的一天，位于璧山区的重庆高新院中试

基地，钟鸣领衔的科研团队正在实验室做着各类
测试。随着电脑屏上多项测试数据不断跳动，一
个个从外观上看似毫不起眼的器件，在试验员手
中逐渐被打磨成型。

“我们主要从事高端传感器自主研发制造，
产品可应用到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等多个领
域。”钟鸣介绍。

去年8月，与重庆高新院多次接洽后，钟鸣
及其团队在璧山区成立重庆宸硕测控技术有限
公司（下称重庆宸硕），入驻重庆高新院进行创
新研发。企业成立一年以来，这家公司掌握的
关键基础器件核心技术已获得意向订单额超过
2300万元。

目前，在重庆高新院大楼内，有50多个类似
重庆宸硕这样的科研企业在进行创新研发，通过
重庆高新院提供的中试基地平台，一大批科研项
目在这里进行产业成果转化。

“此前，我们对璧山区100多家高新技术企
业进行为期数月的摸底调研，发现它们由于缺乏
中试基地等综合服务平台，无法对样品进行检验
测试，严重制约了产品批量化生产。”陈锦说，重
庆高新院为此投资建设了中试基地，提供给入驻
的科研企业开展产品正式投产前的各类测试，以

此减轻企业负担，加快新产品迭代速度。
重庆华创智能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下称重

庆华创）是另一家尝到中试基地甜头的企业。作
为重庆高新院与重庆大学教授孙跃及其团队联
合创建的企业，重庆华创主要研发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无线电源技术。

在中试基地开展了两年多的研发，目前重庆
华创已成为行业领先的无线电能传输核心技术、
产品及解决方案供应商，取得多项质量认证，拥
有无线充电相关发明专利100余项，其动态、大
功率无线充供电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正在规
划建设2000平方米AGV无线充电自动化生产
厂房，预计年产值超过1.5亿元。

中试基地不仅孵化国内企业和高校的科研
成果，不少国外科研项目也慕名而来——2020
年3月，重庆高新院与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签
约共建重庆创新燃料电池技术产业研究院有限
公司（下称重庆创新燃料），以轻型高功率密度氢
燃料电池系统及其关键部件和材料的研发与国
产化为突破重点，联合开展技术攻关。

两年来，重庆创新燃料通过在中试基地的研
发，已掌握氢燃料电池设计核心技术，在风冷电
堆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拥有多项国际发明专

利，并成功开发出多个型号的超轻空冷式燃料电
池电源系统，部分研发项目已取得市场订单。

重庆高新院成果孵化部部长岳建平介绍，截
至目前，中试基地已引入100多个成果项目，涉
及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其中无线充
电、智能电气等一批项目累计取得意向订单额超
过8亿元，一批新技术、新成果正在加速落地转
化。

组团队
1000多人的复合型专家团队，帮助

科研企业把专利变成订单

持有科技成果的研发团队不懂得市场，而市
场因为不了解科技成果的技术含量，对下单心存
疑虑——这是科技成果转化普遍面临的“最后一
公里”难题。

“要推动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必须破题这
‘最后一公里’。”林培思说，对于这一难题，重庆
高新院集聚了大批科技、工程、金融、财务等不同
行业领域的人才，组建了一支1000多人的复合
型专家团队，目的正是要推动科技成果完成从实
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跃”。

林培思介绍，与传统孵化机构普遍存在的
“只给资金、不管技术”“重前期孵化、轻后期成
长”等做法不同，重庆高新院的科技成果转化方
式，是以价值链、利益链、科技链、金融链、人才链
等科技成果全链条运作为抓手，集中了风投、孵
化器、经理人等多项职能于一身。

在重庆高新院，专利持有人及科创团队可通
过知识产权评估值入股，重庆高新院和风投机构
通过注资参股，项目经理团队跟投，共同成立混
合所有制企业，实现利益捆绑。同时，重庆高新
院还为孵化企业提供商业构建、法律咨询、政策
申请等全方位服务项目。

由重庆高新院引入重庆文理学院教授李璐
及其团队联合创建的重庆鼎旺科技有限公司（下
称重庆鼎旺），就是这一培育方式的受惠企业之
一。

两年前，重庆鼎旺还只是重庆文理学院柔性
光电薄膜及其智慧终端的一个项目团队，面对国
内柔性玻璃产业链上游原材料市场的迫切需求，
团队手上握有13项授权专利却乏人问津。

在了解该团队的技术优势后，重庆高新院主
动上门对接。通过论证、评估等流程，双方成功
组建重庆鼎旺，其中该团队通过13项发明专利
独家使用权评估作价，实现技术专利入股。

在研发技术得到认证后，市场销路随之打
开。去年，重庆朗威网联智能控制公司牵手重庆
鼎旺，共同研发出大尺寸柔性触控液晶智慧屏，
目前该产品已进入多家国内头部显示企业的采
购目录，取得意向订单额超过5.8亿元。同时，重
庆鼎旺还与一家国外企业达成合作，正在建设国
内首个自动化大尺寸硅基新材料显示模组工厂，
投产后将实现产值11亿元以上。

目前，重庆高新院已成功转化来自重庆大
学、厦门大学、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等国内外
高校近400件原创技术成果，涉及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能源、新材料等众多新兴产业领域，让一批
专利成功转化为市场订单。

孵化25家科技型企业，成活率100%，国外科研项目也慕名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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