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理工大学校长杜惠平：

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学校名片
重庆理工大学始建于1940

年，是一所具有兵工背景的本科

院校。近年来，学校紧扣我市重

点支柱产业发展需求，推动科技

创新工作蓬勃发展，获批我市市

属高校首个国家大学科技园，率

先成为教育部首批高等学校科

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省

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工程学科

全球ESI 排名前 1%，连续三年

位列《中国高校专利奖排行榜》

前百强，被誉为“与重庆产业结

合最紧密的高校”。

走进在渝高校•校长系列访谈⑥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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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重庆理工大学发展十分
迅速，作为一所工科院校，特别是在关
键核心技术突破、协同创新和科技成
果转化方面，学校团队取得了不俗的
成绩。

究其原因，杜惠平也多次提到，即
学校以成就师生的发展为目标。就拿
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来说，学校组建

了科学技术研究院、先进技术研究院，
建立“教授+工程师+研究生”专职研
发队伍，为他们提供平台、资源、政策
等支持；通过改革创新科研管理体制
机制，探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
果80%或全部所有权，实现科技成果由
学校与科研人员按份共有或科研人员
全部享有，极大地激发科研人员的创

新积极性。
这也倒逼学校不断地走出舒适

区，给自己加压，给自己下任务。从杨
家坪、花溪再到两江，校区不断扩展的
背后，更有学校大刀阔斧地推进教育
改革和特色发展，为抓住强项、办出特
色、办出水平所做出的努力。

教育的发展是成就人的发展，师
生更有获得感、成就感，有了更好的发
展，反过来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这
是我们想看到的教育，也会是人民满
意的教育。 张亦筑

教育的发展是成就人的发展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日前，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在
北京展览馆举行，重庆理工大学大量程
纳米时栅位移测量技术及器件原创科
技成果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创

新人才活力”主题展区参展。记者了解
到，“十三五”期间，该校通过“四轮驱
动”创新孵化培育模式，累计转化科技
成果1536项，转化金额超3亿元，服务
经济社会能力实现新跨越。

据了解，大量程纳米时栅位移测量
技术及器件由重庆理工大学师生历时
20余年研发而成，是基于时空坐标转
换原理的一种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新
型位移传感器，成功解决了高端制造装

备的高精度位置检测问题，曾获中国专
利金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重庆理工大学以大量程纳米时栅
位移测量技术37项专利作价，与中国
通用技术集团合作成立了通用技术集
团国测时栅科技有限公司。目前该公
司已落户西部（重庆）科学城，成功实现
成果产业化，相关产品已推广应用到数
控机床、计量检测等领域。

重庆理工大学5年转化1536项科技成果

今年8月，璧山区政府、重庆理工
大学、重庆清研理工汽车智能技术研究
院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建重庆新能源及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研究院。以重庆理
工大学石晓辉教授领衔的创新团队，将
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的一
系列先进试验检测技术成果入驻研究
院，服务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发展。

如何让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
生产线？在科研方向、学科布局、专业
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有哪些特色？近
日，重庆理工大学校长杜惠平接受了重
庆日报记者专访。

谈成果转化
通过对创新资源的垂直

整合和横向整合，实现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

重庆日报：重庆理工大学近年的发
展有何特点？

杜惠平：重庆理工大学前身是
1940年创办的国民政府兵工署第11
技工学校，建校目的是培养高素质人
才，支撑抗战时期兵器工业发展，如今
已拥有80多年办学历史。

近年来，学校发展归纳起来有两个
特点，一是与企业联系紧密，形成良好
的产学研合作。二是兵工特色，这两点
都体现在我们的办学和人才培养过程
中，也体现在我们的教育成效上。

重庆日报：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
室”走向“生产线”，特别考验“功力”，对
此，学校做了哪些探索？

杜惠平：围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如
何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学校开展
了大量的尝试。

一方面，通过创新资源的垂直整
合，推动原创性成果实现转移转化。比
如我校彭东林教授、刘小康教授经过
20余年的潜心研究、原始创新，取得纳
米时栅技术重大突破，实现了高端装备
关键部件的自主可控，得到高端装备制
造领域“国家队”——中国通用技术集
团的资金和资源“加持”。今年5月，该
集团和我校共同成立的通用技术集团
国测时栅科技有限公司揭牌并正式落
户西部（重庆）科学城，致力于推动传统
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国内外创新资
源，实现资源的横向整合。比如我们联
合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九龙坡区政府
成立了中国兵科院西南分院，实现校内
外、市内外的横向协同等。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们已成功
获批市属高校首个国家大学科技园。

依托国家大学科技园，我们将通过校企
合作、校地合作、校校合作等形式，更好
地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
线”。

谈学科布局
所有学科全面对接服务

重庆重点产业转型升级

重庆日报：聚焦国家战略需要和国
民经济主战场，学校做了哪些工作？

杜惠平：近年来，我们不断完善学
科布局，目前有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点15个（覆盖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点46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10
个，重庆市一流学科建设点2个，人工
智能+学科群建设项目2个，形成了理、
工、文、管、经、法、医、艺等多学科协同
的格局。

其中，我们瞄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
术，实施了学科对接产业行动计划，构建

机械工程等“3+X”特色学科群，加快建
设先进技术研究院、数学科学研究中心
等新型研发平台，实现全校所有学科全
面对接服务重庆重点产业转型升级。可
以说，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推进新工科建
设，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等不断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比如，在长安这样的汽
车龙头企业中，大约有10%以上的研发
人员来自我们不同时期的毕业生。

重庆日报：才公布的《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出，把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对高校发展来
说是一个重大机遇，如何把握机遇实现
飞跃式发展？

杜惠平：其实，我们已经积极参与
到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中，有3个项
目被遴选入驻科学城，即通用技术集团
国测时栅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兵科院西
南分院和重庆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研究院。

与此同时，随着重庆大力引进集聚

高端科技创新资源，很多高校、科研院
所、企业和科学家团队在重庆设立了研
发机构，他们需要本土资源来配合做一
些“接地气”的工作，我们正好可以对接
开展相关工作。比如，我们和兄弟院校
北京理工大学就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短短两年多时间，北理工重庆创新
中心的发展非常迅速。在2021智博会
上，我们还与法国达索系统签订了合作
协议，开展产教融合、协同创新、协同育
人等深度合作。

学校要实现飞跃式发展，我们还得
走出舒适区，设定新目标。因此，我们
将咬定2023年创建成功博士点的目标
不放松，整合更多创新资源，搭建国家
级科研平台，实现更大发展。

谈未来发展
建成高水平应用研究型

大学

重庆日报：“十四五”时期，在推动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办人民满意的高
等教育等方面，学校有哪些打算？

杜惠平：首先是要明确学校的定
位。重庆理工大学要建成一所高水平
应用研究型大学，就要有高水平的人
才，而我们提出来的就是要成就师生的
发展，让师生更有获得感、成就感。

其次，要进行教育评价制度的改
革，更好地推动科学治校、民主治校、依
法治校，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工会、教
代会、学代会等各方力量的作用，通过
评价制度的改革让师生更有获得感、成
就感。

另外，我们还要更加积极地拥抱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人才
培养上更好地兼顾专才和通才，在教
师的成长上采取分类分级，根据个人
的先天禀赋和发展愿景来更好为他们

“搭平台”“修楼梯”，让他们能实现更
好的发展。

杜惠平。 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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