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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2020重庆材料大会在
西部（重庆）科学城召开。相比2019年
举办的首届大会来说，本届大会不仅
论坛数量由4个变成了8个，会议规模
与社会影响也实现全新突破。

作为大会主办单位之一的重庆
市功能材料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还
牵头与 13家材料领域的学会、协会
共同成立重庆市科协先进材料学会
联合体，进一步整合重庆材料领域的
科研力量。

三年来，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功能
材料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员单位已
经由最初的10多家，快速增加到114
家，基本覆盖了在渝材料类高校院所
和创新企业，大家都争相加入这个材
料领域的“朋友圈”。

是什么让它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快
速提升？

从“给面子”“扎场子”
到实实在在解决问题

2017年，依托重庆材料研究院作
为牵头单位，功能材料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正式成立。

“联盟是一个非法人协作组织，以
服务产业技术创新为成立初衷，不收
取成员单位会费，起步时可谓‘一穷二
白’。没有专项经费，也没有专职的人
手。”功能材料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
长杨晓亮坦言。

为此，重庆材料研究院从院里调
拨了一笔经费，并抽调部分人员兼职
开展工作，让联盟先运转起来。

联盟组织召开成立大会和第一次
理事会时，还是动用了重庆材料研究
院多年来积累的行业资源，拉来了十
几家单位开会。

“给面子”前来“扎场子”的单位，
尽管加入了联盟，但对于这样一个新
组织，其实并不太“感冒”。

川仪股份金属功能材料分公司，
被邀请来“扎场子”并作为理事单位，
但最初也是持观望态度。之后，在联
盟的牵线搭桥下，其对接上了重庆理
工大学、重庆大学等市内外单位，成功
组队申报实施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战略性先进电子材料”重点专项——
“高性能合金导电材料及其微细材加
工关键技术研究和示范基地建设”项
目，在国家级科技项目支撑下突破多
项关键核心技术，这让其对联盟的看
法大为改观。

“通过我们实地调研、走访、宣传，
实实在在解决了问题，也慢慢打开了
局面。”杨晓亮说。

“摸底”重庆新材料产业
绘制6个领域技术图谱

为调查、摸清重庆新材料产业技
术发展现状，分析优势技术和“卡脖
子”领域，提出基于重庆自身基础和优
势的技术发展方向，2018年，功能材料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组织行业领域的专
家对铝合金、镁合金、特种合金、稀贵
金属、化工新材料、复合材料6个领域

进行了技术图谱的绘制。
“通过专题座谈会研讨确定主体

框架后，我们实施了针对各个专业领
域的详细函调和实地走访。”联盟常务
副秘书长唐瑞表示，由于联盟整合了
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资源，在各个
单位和专家的支持下，只用了一两个
星期的时间就梳理出了较为详细的新
材料技术图谱，其中包括92项优势技
术、129项“卡脖子”技术。

有了这样的技术图谱“导航”，作
为未来 5-10 年重点攻关的技术内
容，就可以有效提升新材料产业发展
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支撑重庆的制造
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也正因
为此，在市科技局组织的 2018 年、
2019年重庆市技术创新与产业化项
目中，联盟组织了数十家成员单位参
与申报。

由重庆润际远东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牵头实施的“新型轻合金
中间合金及其制备技术开发及产业
化”项目，致力于突破难熔金属低温
熔化技术，其开发的用于铝合金、硅
钢的添加剂、晶粒细化剂等产品，已
广泛供应给宝钢、武钢等企业，并出
口远销到欧美国家，整体技术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以技术创新为纽带
成为企业帮手产业推手

重庆瑞佳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3D打印机研发生产、加工服务、
专业建设和3D打印人才服务平台为
一体的综合性3D打印企业。前不久，

因为想开展3D打印人才的国家职业
技能鉴定标准研究和起草工作，但苦
于自己找不到专家，便主动联系上功
能材料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借助成员单位，联盟很快就帮助
企业联系到3D打印技术、设备、材料
及标准化方面的专家，如今，相关工作
已经开展起来。

无独有偶。“新三板”上市企业重
庆市大正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有一项产
业成果“单芯热电偶”，需要进行成果
鉴定，也是联盟组织专家为企业提供
了成果鉴定，并从划分标准体系、形成
标准建议草案到协助申报中国仪器仪
表协会团体标准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
服务。

“以技术创新为纽带，通过系统调
研行业技术发展现状、分析行业技术
发展趋势，将相关企业的关键、共性技
术难题纳入攻关技术体系，组织高校、
科研院所进行技术对接，并鼓励企业
牵头申报实施产学研协同项目，突破
关键技术瓶颈，功能材料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在逐渐成为企业帮手、产业推
手。”杨晓亮表示。

据悉，通过构建产业网、编制产业
图、搭建产业桥，联盟近三年来累计组
织成员单位策划、申报并实施省部级
科研项目百余项，争取国拨科研经费
并带动研发投入上亿元。与此同时，
其自身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立足重庆，向成渝地区乃至全国
范围拓展，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协
同创新，进一步提升影响力，力争建立
国家级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这是我们
未来的目标。”杨晓亮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
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
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近年来，重庆市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立足“政府参谋助手、产业发
展推手、企业成长帮手”，瞄准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技术问题，利用
组织、协调、渠道优势，发挥平台、导向、桥梁作用，探索了“产学研用”

的新机制、新模式，取得了积极成效，走在全国前列。
即日起，本报将对功能材料、物联网、通用装备、工业互联网、智

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等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进
行报道，通过深入挖掘故事，助推联盟创新发展，助力重庆加快建
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积新动
能、打造新优势。

重庆市功能材料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为何吸引在渝高校和创新企业纷纷“入圈”？

解决“卡脖子”难题 释放技术创新活力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王丽

▲重庆材料研究院，热分析室科研人员正在做
材料的弹性测试。

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 摄

▲润际远东牵头实施的“新型轻合金中间合金
及其制备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整体技术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受访者供图）

创新联盟协同攻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