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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省委统战部举办的2024年第5期“同心·半

月座谈”上，来自中试领域的党外专家学者、研究机构与

职业院校负责人以及部分民营企业家等30多位代表围

桌畅谈，为民营经济创新与制造业中试平台赋能建言献

策，务实交流。

中试赋能，催熟科技成果

民营经济是福建的优势所在、特色所在。不过，当下

福建的民营经济以制造业为主，通过技术赋能，推动传统

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势在必行。

从理论研究走向产品市场中间的空白地带被形象地

称为“达尔文死海”。“因此，中试其实是二次研发，是助力

科研成果跨越‘达尔文死海’的关键环节。”程静深耕中试

产业一线10年，作为中关村硬创空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她一直信心满满，在中试“赛道”逐浪前行。

“通过中试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成功率可达80%，未经

过中试的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的成功率则只有30%。”在程

静看来，建立中试产业平台是科研成果商业化的“催熟

剂”，也是助力科研成果进入市场的“嫁衣”，“解决从研发

到产业化的‘堵点’问题，需要各方合力推动。对于要大

规模量化的科技产品，研发和工艺至关重要，一些科技企

业无力承担，只能‘望洋兴叹’”。

对此，民盟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化

学化工学院谢素原教授也指出中试产业发展中的诸多尴

尬：“国内在化工新材料领域的研发实力较强，但产业化

转化不足，急需破解从实验室到应用场之间的‘堵点’。”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创新，即以科技创新催生

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对于福建而言，要尽快布局中

试产业链，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座谈会上，程静说，他们

公司通过中试为不少民营企业做了美丽的“嫁衣”：帮助

福州企业宝宝巴士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点读笔，预

计硬件销售额每月过亿元；服务的高分子导电发热材料，

已与南安市水头镇部分瓷砖企业达成深度技术赋能合作

……

2024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

发了《制造业中试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无疑为科技成果

产业化破解“卡脖子”问题指引了方向。与会代表建议，

福建正在实施民营经济强省战略，应争取大力发展中试

产业，全力推进福建产业转型升级。

不过，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国家特种机器人

质检中心负责人曾远跃坦言，在与民营企业家接触过程

中，发现不少企业主对中试的概念比较模糊。“他们误以

为既然是成果，那么拿来就能马上使用。因此，眼下加大

中试科普，提升企业家创新主体意识迫在眉睫。”

“对中试认可的企业，并深度参与中试项目，那么中

试成功率通常就会很高。”福建（泉州）先进制造技术研究

院副院长梁培栋在会上分享中试基地创新发展经验时表

示。

搭好平台，助推产业升级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放弃和忽视传统产业，而

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而福建正好具有这样的基

础。与会嘉宾认为，尽快推动中试产业发展，通过创新链

融合产业链，实现合作共赢。

福建省鞋机商会副会长许雄生最近有点烦。他创办

的中泰德玛智能公司在自动化鞋业生产线深耕10年，前

后投入5000万元，直到2022年才成功投产，中试周期

长、投入大。“希望政府部门牵线搭桥，帮助企业引进自动

化创新人才，同时也为技术成果产业化当好‘红娘’，推进

成果落地，促进鞋服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座谈会上，许

雄生呼吁道。

对于许雄生提出的困难，泉州技师学院校长向平则

当场向他抛出“橄榄枝”：“希望中试产业体系可以把职业

院校、技工院校纳入建设范畴。我们可以跟中泰合作，联

手打造一个能实质运作的共同体，为完善我省中试体系

贡献力量。”

在技术创新中，往往会遇到“研发和需求两头旺，熟

化催化中间弱”难题。在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研究员

戴厚德看来，应该加强中试标准化建设，针对行业领域的

共性需求与技术难点，联手行业中的龙头企业，一起打造

有较大影响力的中试产业平台，让更多中小企业共享中

试平台转化带来的红利。

这阵子，许多高校、科研单位以及企业等都在忙于落

实“专利盘活”专项行动。对此，福建省移动机械绿色智

能驱动与传动重点实验室主任、华侨大学机电及自动化

学院副院长林添良说：“实际上，‘专利盘活’专项行动与

推动中试产业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两者都是服务于科

技成果产业化。”因此，今后可针对不同行业、科研主体、

规模中试环节的运行机理和实施模式等问题，搭建公共

服务平台，提高中试产业的实施效率。

党外人士人才荟萃、智力密集。此次“同心·半月座

谈”上，参会的党外代表聚焦民营经济创新与制造业中试

平台赋能，直面问题，不避矛盾，畅谈对策——“建立共享

实验室，实现中试平台资源整合”“引入社会资本，增设公

共技术服务平台，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积极为中小企业

提供中试平台”……

“中试环节，往往耗时长，需要的资金投入也大。”福

建省工信厅专家库成员郑福尔建议，建设中试平台，要引

入社会资本参与，降低企业及平台资金投入，减轻民营企

业负担，保障中试平台建设顺利进行。

建设中试平台，离不开教育、科技、人才的有力保

障。“如果中试平台能做到产品中试试制、创业孵化和产

业化技能人才三位一体供给，那中试平台的功能会更加

完善。”向平说，在这方面，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参与意愿

很高。

厦门大学副校长尤延铖也当场表示，厦门大学愿意

在技术供给、人才培养、仪器设备等方面，与省内民营企

业共建共享，助力中试平台功能建设更加完善。

有别于以往的统一战线建言献策论坛，“同心·半月

座谈”这个平台频度更高、切口更小、更求实效。会前，共

有7家单位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助力福建中试产业发

展。

省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福建统一战线既有党

外专家、留学生群体等丰沛的智力资源，又有民营企业、

基金创投等金融资源，统战部门和工商联将发挥资源优

势继续搭平台、优服务、促对接，同心聚力助推中试产业

链发展，为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赋能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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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试！大好春机好作媒
中试一头连着创新，一头连着产业，是当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科创“转化器”，也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迈向“应用场”的产

业“链接器”。民营经济要创新发展，怎样来布局中试产业链？哪些行业急需发展中试？传统产业升级，该如何分类分级建设

中试平台，实现强链补链？

▲座谈会现场

▲福建（泉州）先进制造技术研究院内的机器人
生产线。

▲与会嘉宾前往国家特种机器人产品质量检验检测
中心（福建）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