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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张红军首先对高新区区
情及新材料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介
绍。据了解，经过 30余年接续奋
斗、耕耘积累，郑州高新区已经成为
中国中部颇具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
业高地，高端创新资源富聚，科创金
融服务体系完备，主导产业集群发
展，特别是在新材料产业方面，高新
区具有一定的基础和优势。

产业集聚效应明显。高新区是
国内唯一的国家级超硬材料产业基

地，拥有“国家超硬材料特色产业链”
“国家火炬计划河南超硬材料产业基
地”等国家级称号。集聚超硬材料领
域相关企业1838家，拥有三磨所、华
晶、中钢、富耐克、中南杰特、新亚、中
远、博特、金海威等行业内领先企业，
形成了“技术研发－原料及辅料生
产－生产设备制造－超硬材料合成－
超硬材料制品”全产业链发展格局，龙
头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

创新要素支撑有力。集聚了行

业内 70%以上的中高端创新资源，
区内郑州大学、河南工业大学、郑州
轻工业大学等高等院校材料领域学
科优势明显，拥有郑州磨料磨具磨
削研究所、郑州机械研究所、中钢金
属制品研究院等国家级科研院所。
行业内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共同承
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及标准 10余
项，在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汽车等
重点发展领域开展关键共性技术、
前沿技术的研究。

请来“最强大脑”助企业攀高
高新区深化产学研合作再出实招

中国工程院国际工程科技发
展战略高端论坛暨第五届材料基
因工程高层论坛日前在郑州开
幕。国内外新材料领域院士专家
齐聚一堂，探讨新材料研发和产
业发展模式的新趋势。巧借东
风，郑州高新区新材料产业产学
研对接会同期举行，邀请中国工
程院院士何季麟、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嘉麒、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统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小卫、中国科
学院院士朱美芳、中国科学院院
士陈光、中国工程院院士姜涛等
13位院士专家为高新区新材料产
业和新材料企业发展“把脉问
诊”，就发展中遇到的行业和技术
难题开出“良方”。

郑州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张红军带领辖区21
家企业代表出席。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张文波 文/图

本报讯 近年来，高
新区在新材料产业发展
上打下了良好基础，并把
“以超硬材料为重点的新
材料”确定为四大主导产
业之一进行重点培育，郑
州高新区超硬材料领域
研发创新实力全国领先，
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级超
硬材料产业基地，获批
“国家超硬材料特色产业
链”“国家火炬计划河南
超硬材料产业基地”等国
家级称号。

高新产投集团作为
高新区国有金融实施的
主渠道、产业园区投资
开发建设及产业发展的
“驱动器”，根据企业的
需求，整合各方资源为
企业赋能，推动企业进
入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下属全资子公司高新基
金公司围绕高新区四大
主导产业开展股权投资
工作，走访区内企业了
解企业融资需求，其中
在新材料行业中对接了
郑州圣莱特空心微珠新
材料有限公司。据悉，

该公司注册地在荥阳，
有意向在高新区落地研
究院，致力于空心玻璃
微珠新材料的研发、生
产、销售，拥有领先的空
心玻璃微珠核心生产技
术，具有国家级专利 20
余项，是国内唯一对标
美国 3M全系列产品、质
量性能国际领先的玻璃
微珠生产厂家，实现了
高性能空心玻璃微珠的
国产化，打破了国际巨
头垄断，发展空间巨大，
且于 12月中旬取得河南
省发改委批复，设立河
南省微球材料及应用工
程研究中心。

高新产投集团根据
企业需求，为企业提供
一站式金融供给服务，
以园区业务汇聚科创资
源，推进资源资产化；以
金融服务促进资产增
值，推动资产资本化；以
产业投资打造上市平
台，推动资本证券化，最
终形成产业为本、金融
为器、园区为基的产融
城生态圈。

公共服务体系完备。组建了
“国家高效精密磨具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河南省超硬材料及制品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整合行业
产、学、研、用资源，培育优化产业
发展生态；建立了国家磨料磨具质
量检验监督中心、超硬材料生产力

促进中心、全国磨料磨具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河南省超硬材料产业链
公共服务平台等计量检测分析机
构，全国超硬材料行业协会、全国
磨料磨具行业情报网、中国超硬材
料网、爱锐网、河南工业大学超硬
材料数据库等网络平台，形成了完

善的成果转化、生产经营和企业创
业扶持等公共服务体系。此外，高
新区还成功举办了 5届“中国（郑
州）国际磨料磨具磨削展览会”，充
分发挥国际峰会高端平台作用，加
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构建开放合作
体系。

公共服务体系完备 构建开放合作体系

把握这一难得的机会，郑州磨
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中钢
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
司、河南九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中远氨纶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郑州宇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郑
州新亚复合超硬材料有限公司6家
企业代表分别从企业的主营业务、
技术优势、产品和服务等方面进行
了介绍，并提出了当前发展现阶段
面临的技术难题和相关诉求。院士
们分别从专业领域出发，结合各自
工作经验和新材料产业前沿发展形

势，为高新区产业发展指点把脉，围
绕关键技术攻关、产业发展布局、
产业链拓展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意
见建议。

参会企业纷纷表示，此次对接
会为企业和院士专家之间搭建起了
沟通的桥梁，为加速科研成果转化、
推动产学研用融合发展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各位院士的点评高屋建
瓴、内涵丰富，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指导性和实践性，对企业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和路径，为企业破解发展
难题、突破技术瓶颈，实现更高水平

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希望以此次对接交流为契机，

企业能够和院士们建立起常态化联
系对接机制，全方位开展产业、项
目、人才的合作，为新材料产业发展
做出贡献的同时实现双赢。”张红军
表示。下一步，郑州高新区将一如
既往地发挥自创区体制机制优势，
积极搭建平台，深化产学研融合，进
一步整合提升技术集聚和产业集
聚，促进引领性、带动性强的科技成
果落地转化，不断推动以超硬材料
为重点的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产业集聚效应明显 创新要素支撑有力

促进引领性、带动性强的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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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为本 金融为器 园区为基
高新产投集团积极对接新材料产业新锐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