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传感器产业共性关键技术
创新与转化平台”坚持“将研发作为产
业、将技术作为产品”和“不与高校争
学术之名、不与企业争产品之利的”基
本原则，由省市区校企联建，省市主
导，高新区主体，郑州大学负责具体实
施。平台以蒋庄德院士任学术委员主
任，多名杰青、长江学者领军的相关学
科团队倾力加盟，全部研发人员超400
名,其中博士230余名。

平台着力打造四个高地，即微纳制
造应用研究创新高地、生产关键共性技
术研发高地、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创业高
地、高层次人才汇集和培养高地。

按照方案，智能传感器产业共性关
键技术创新与转化平台今年正式启动，
第二年将形成“4个研究所+2个功能平
台”的创新架构，以MEMS技术为核心
的先进智能传感技术综合体、智能传感
功能材料研究所、智能传感器制造工
艺装备研究所、智能传感器件与系统
研究所、先进测试计量技术研究所，智
能传感技术中试平台及成果转化平
台。第三年逐渐成为区域创新引擎，第
四年形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中心。

该平台的设立，将极大地推动河
南省智能传感产业链、创新链、生态链
的建设，推动“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
的加速落地，为郑州全面加快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提供重要支撑，为中原城
市群及区域创新发展提供重要载体和
抓手，预期可拉动产业链上下游行业
实现工业总产值突破 1000亿元以上，
对国家智能传感器的区域协同创新与

产业化升级起到重要示范作用，为国
家区域发展战略实现提供坚实保障。

由上海交通大学微纳科学技术研
究院副院长、教授王庆康任专家组组
长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平台产业发
展、技术路线、组建单位、人才团队、建
设计划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研讨和论
证，并形成专家意见。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总工程师何守
法在讲话中谈道：“今年，省长尹弘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引导郑洛新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围绕智能传感
器、智能装备、小分子药物等优势产
业，建设一批共性关键技术创新与转
化平台。郑州市和相关高校、企业切
实推进智能传感器产业共性关键技术
创新与转化平台建设工作，提升智能
传感器产业上下游产业协同联动原始
创新能力，争取尽早突破智能传感器
产业基础前沿和关键共性技术，加速
抢占智能传感器产业技术制高点，为
申报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打下坚实基
础，助推我省智能传感器产业向全国
乃至全球产业链中高端迈进。”

何守法对智能传感器产业共性关
键技术创新与转化平台建设前期方案的
准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方案
站位高、亮点多，符合国家和区域产业规
划和相关政策要求。对于方案的完善，
要根据专家修改意见，进一步完善功能
定位，把握重点；要瞄准管理运行这一
关键核心，在主体法人化、运行企业化、
任务链条化和服务现代化四个方面重
点发力，保障平台高效运行。

在“智能装备领域共性关键技术
创新与转化平台”建设方案论证会上，
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高新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张红军在
讲话中提出，当前,全球信息技术发展
正处于跨界融合、加速创新、深度调整
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万物互联、万物智
能的新特征。传感器产业作为三大基
础性产业之一，是“感知世界”之基，也
是“万物互联”之本，是衡量一个地区
乃至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
志。经过多年的发展,郑州市在智能传
感器的研发和产业化方面已位居全国
前列,产业竞争力居全国第一方阵，汉
威科技(气体传感、气体检测仪表）、日
立信（智能电网）、光力科技（瓦斯抽采
管网监控）等均是智能传感器产业细
分领域冠军。

近年来，郑州市高度重视传感器
产业发展，已形成特定领域专长，但在
基础平台方面仍存在不足，核心制造
技术滞后于发达国家，创新产品少，建
立“智能传感器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创
新与转化公共服务平台”突破传感器
关键技术发展瓶颈，提高成果转化率
及产业发展后劲，势在必行。对郑州
市乃至河南省智能传感行业构建可
持续核心竞争力，追赶全球高端传感
器产业发展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
意义。

据了解，2020年郑州市政府工作
报告中，加快“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
建设多次出现，提出“高新区要围绕以
传感器为重点的物联网推动产业成规
模、上水平”。作为推动“中国（郑州）智
能传感谷”加速落地的重要抓手，“智能
传感器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创新与转化
平台”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郑州大学副校长赵明皞在向专家
组汇报方案时介绍，“智能传感器产业

共性关键技术创新与转化平台”将以
中原城市群、黄河区域高质量发展等
战略为依托，打造跨主体、跨领域、跨
集群、跨区域的开放、合作、共享世界
级智能传感创新产业集群，进而成为
加快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推动“中
国（郑州）智能传感谷”加速落地的重
要抓手。为实现“中国（郑州）智能传
感谷”到 2025年智能传感器产业相关
规模达1000亿元提供智力保障。

据了解，该平台建设以政府引导，
由郑州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河南工业
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苏州纳米所、中
科集成研究院、郑州计量先进技术研
究院等行业权威科研院所及汉威科
技、日立信、新开普等一批传感器细分
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参与建设，平
台建设使命就是提升源头创新能力，
引领智能传感创新发展；破解关键器
件“卡脖子”瓶颈问题、推动智能传感
重大成果转化。

张红军在介绍高新区目前传感器
产业发展现状时表示，高新区举办了
两次世界传感器大会，目前第三届世
界传感器大会正在筹备，计划成立智
能传感器国际联盟，并同步启动“中国
（郑州）智能传感谷”的具体建设和招
商引资。高新区正在谋划建设智能传
感谷集聚区，从起步区的工程设计、产
业生态的培养到配套生态建设正谋划
推进，特别对于起步区，规划建设“一
院一基地三平台三中心”，打牢传感器
产业基础生态。为解决人才紧缺，高
新区拟设智能传感器首席科学家，依
托科研团队的人才、技术优势，进一步
加大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同时，高新
区正在与国内比较著名的企业、研发
机构协商，围绕智能传感器产业实现
人才的联合培养，争取吸引更多人才
落户高新区。

蒋庄德院士领衔，230多名博士加盟
“智能传感器产业平台”呼之欲出

5月22日，“智能传
感器产业共性关键技术
创新与转化平台建设方
案论证会”在郑州高新区
召开，省科技厅组织多名
行业领域资深专家组成
专家组，对高新区牵头编
制的“智能装备领域共性
关键技术创新与转化平
台”建设方案进行了充分
讨论，并一致通过了该建
设方案的论证。至此，一
个由蒋庄德院士领衔、
230多名博士加盟的我
国第一个“智能传感器产
业共性关键技术创新与
转化平台”呼之欲出。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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