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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制造业的高端、智能升级是一块“硬骨头”，需要集聚产业、
科研、人才最硬核的资源。为了支撑上海高端装备产业和智能制造
发展，2015年，上海交通大学组织精干团队，告别学校教书科研事业，
组建上海智能制造研究院，从此一支近200人的高精尖团队扎根在临
港，开始了智能制造功能平台的建设探索。2017年，以上海智能制造
研究院为基础，建设上海市智能制造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成为上
海市首批获准建设的研发与转换功能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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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智能制造研发与转化功能型

平台拥有 1.2万平方米的研究场所和 6万

平元米产业化基地。平台为中小企业提

供共性技术研发及应用、系统方案测试、

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服务，旨在连接高校科

研机构技术研发与上海临港智能制造产

业应用，打通知识-技术-产业之间的障碍

与链路，带动上海的高端装备产业发展。

产业鸿沟不平何以颠覆？

打通产学研，历来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科研人员埋头于自己的研究，对研究成果转

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缺乏动力，很多很好的科

研成果由于缺少现实操作性而“冻结”在实

验室里。同时，活跃的中小企业普遍在技术

验证、孵化以及市场开发能力方面有限，非

常渴求能融入大企业的生产链条中。

临港以新能源装备、船舶关键件、海

洋工程、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工程机械、航

空设备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企业需要成熟

技术的培育。然而，产学研融合在经历了

无数次的分分合合之后，仍然是我国成为

制造强国路程中的“拦路虎”。

“临港是上海智能制造的承载区，这

里的企业以尖端制造业为主，工厂多、企

业多，对高新技术的科技支撑需求也很

多。”上海智能制造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习

俊通说。

基于上海交大氢燃料电池领域的技术

研发成果与产业应用项目，毕业于上海交

通大学从事精密制造研究的蓝树槐和李红

涛分别组建了上海治臻新能源装备有限公

司和上海治宸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治臻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致力于

燃料电池关键部件的研发与制造，是国内

第一家燃料电池金属极板专业制造企业。

治臻新能源装备建设的国内首条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金属极板生产线，首次实

现了高性能、高精度金属双极板从构型设

计到全工艺链加工的一体化交付能力，其

产品在上汽集团、新源动力、中船重工、东

方电气、武汉理工等国内主要企业批量应

用，已累计为客户提供超过10万副，占据国

内燃料电池金属极板市场份额90%以上。

上海治宸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于2017年12月，专注高密度燃料电池电堆

研发、生产、销售及总体方案。公司成立

以来，已成功开发出30kW和60kW车用燃

料电池电堆样机，主要性能居国内领先；

1.6kW小功率电堆系统及其无人机应用也

已完成产品化开发，实现订单销售。在这

个过程中，智能制造功能平台及时跟踪企

业需求，为企业的发展在孵化、培育和共

性技术等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

把论文写在车间里

汽车产业作为制造业中技术含量、智

能化程度较高的代表，将成为智能制造重

要的应用领域和突破口。然而，汽车动力

总成等“心脏”所需的高端数控机床绝大

部分被德国、日本等国外企业垄断。国产

高端数控机床始终难以被国内汽车企业

应用。原因何在？国内机床生产企业在

精度保持性、加工可靠性、工艺适应性与

产线集成性上与国外存在巨大差距。

2013年，上海交大校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林忠钦提出，在国内汽车生产需求和机

床技术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共同建设一条

国产数控机床验证线，按照汽车厂最严格

的标准加工、试验、反复提升，达到汽车厂

要求后才可能应用。在这个过程中，科研

人员也将按照工业界需求开展基础和应用

研究，“把论文写在车间里”，培养出一批真

正有助于我国制造业振兴的科技人才。

打造国产汽车动力心脏

“要解决汽车动力‘心脏’卡脖子难题，

只做研究、没有自己的工艺装备是不行

的。有了国产化的机床、装备、刀具等硬

件，数据才能联通，才能谈智能制造。”上海

交通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隼

说，国内汽车动力总成智能装备几乎全部

依赖进口，而当前传统汽车厂面临着更新

换代的转型时期，严重受制于人。

金隼揭开了这条技术集成验证线的

面纱。当工厂内所有的灯光关闭，在一片

黑暗中，验证线上的机器仍在有序运行。

眼前一块巨大的透明屏幕徐徐落下，一条

汽车动力总成智能制造集成验证线的动

态演示跃然于幕布上：国产化导轨、国产

化转台、国产化丝杆、国产化电主轴、国产

化刀具、国产化数控系统依次登场，分别

演示运作。立体库出料，AGV上料，机械

手自动识别，视觉识别工件种类及位置，

安装数据螺栓，桁架机器人抓取……自动

化运作流程的特写镜头在眼前依次掠

过。刀具、夹具、机械手夹抓实现自动更

换，6类 38个传感器实时监测设备状态提

取各类加工数据实现远程运维……一个

无人的智慧工厂鸟瞰图定格在屏幕上。

据金隼介绍，该验证线可实现多品种

规格产品共线制造的智能化全自动无人

生产线，可共线生产发动机、缸盖和变速

箱阀体，可实现发动机缸盖和阀体的全自

动柔性实时换产，实现工艺、设备、物流的

动态重构和全自动抽检。

两年来，通过上海智能制造功能平

台，在汽车动力总成高端智能制造、航空

发动机测试验证、燃料电池、轻合金材料、

核电测试装备方面培育出了智能制造的

“五朵金花”。此外，这“五朵金花”的周

围，产业链条上10家混合所有制公司成长

的“小花”正在破茧而出。

2015 年 3 月《中国制造 2025》战略出

台，一直到今天，智能制造被政府、企业、

科研机构反复提及，制造业智能化、数字

化转型显得无比热闹。但是在热闹的背

后，国内却鲜见把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相

衔接真正形成自主掌握的智能生产能力。

全球智能制造最具颠覆性的创新样板

在哪里？在考察了德国Arena2036平台时，

习俊通看到那里的汽车生产线之后感到

“非常震撼，颠覆传统。个性化的订单产生

后，车间内AGV移动平台上所有的物料、设

备、夹具就像长了腿一样自动进行生产重

组，形成为个性化定单产品定制的一条生

产线。”

习俊通认为，产品供给方式的变化要

求生产组织方式能够达到柔性、重组，设备

移载则要求技术上的空间定位、位置跟踪、

视觉识别等跟得上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

而国内产业应用的共性技术依然薄弱。“智

能制造涉及制造、信息等多个技术领域。

一个企业覆盖所有的环节是有困难的，必

须通过集成方式来综合解决。”习俊通说。

智能制造从云端落到地面

受德国智能制造技术与产业研究模

式的启发，上海交通大学与德国弗劳恩霍

夫协会生产与自动化研究所合作在临港

建立了国内首个官方授权的中德智能制

造项目中心，将可变拓扑装配线增强现实

车间规划、数字孪生、互动操作系统、人机

互融式制造等未来技术应用，集成于一条

全球领先的智能制造示范线，全面诠释智

造概念，展现未来车间场景，推动最先进

的智能制造技术向工业界转移。

“无处不在的传感器，无处不在的数

据，无处不在的人机交互，展示未来生产

车间，体验人机环境互动，让企业真切感

受未来智能制造的技术要素、产品供给模

式和生产组织方式。企业可根据技术要

素结合自身的实际生产场景向研究院提

出技术研发需求。”这是中德智能制造示

范中心的宗旨。

为了能让智能制造真正落到实处，平

台围绕智能制造机器人及应用系统、工艺

与大数据、智能运行维护与云平台等关键

技术领域建立了智能步行作业机器人、智

能产品设计与材料制备、智能汽车电子控

制技术、智能制造工艺与装备、智能维护

与健康监控、智能传感与物联、智能生产

系统 7个专用技术研究中心，为企业智能

制造共性技术需求加快其应用落地。

功能平台让智能制造技术从概念云

端，结合企业应用需求，变成看得见、摸得

着的实际场景，把技术的种子撒在了临港。

找准定位解决多重难题

“模式创新为先，技术创新为源，产业

应用为本，打通知识、技术、产业之间的障

碍和链路。”这是上海智能制造功能平台

对自己的定位。

“模式创新为先”是指“平台+项目公

司”的模式实现团队来源多元化、资金来

源多元化，积极申请政府资金、广泛吸纳

风险投资、管理团队入股。“创新技术为

源”就是遴选研发技术，选择学校最具实

力和产业应用前景的项目进入平台转化

产业化。“产业应用为本”就是转化项目目

标要明确，3-5年内要有明确的市场应用

需求，能够产业化。

产业化平台如果没有合理的激励机

制也无法长久维持。平台为孵化出的混

合所有制企业设计了股权架构。混合所

有制公司由项目团队发起，团队持股比例

一般不低于 60%；平台公司持股不高于

15%，其他股份开放给市场和社会主体。

这样的股权架构确保了创始团队的经营

主导权，同时又能够充分调动研究院、平

台公司的优势资源。

打通智能制造技术与产业之间的“天

堑”既需要科学研究人才，更需要产业背景

的人才。上海智能制造功能平台180多人

组成的运营团队中，来自产业层面的人才

占三分之一。上海治宸新能源科技总经理

李红涛 2007 年毕业于上海交大，之后在

GE、西门子世界 500强企业从事高精度先

进制造科研工作。习俊通在李红涛的身上

看到了产业人才的优势，“经过大企业的历

练，他们拥有独特的科研团队协调和项目

团队管理能力。这种制度化、规范化的管

理在技术产业化过程中非常重要。”

智造土地上“花团锦簇”

在体制机制的创新下，打通技术与产

业之间的这道“天堑”，智能制造技术通向

航空航天、汽车制造、新能源汽车、核电装

备等领域的闸门被拉开。

“五朵金花”中，民用航空发动机测试

验证中心项目率先建成国际先进水平的

民用航空发动机、重型燃气轮机测试验证

中心，将与中国航发紧密协同，共建“叶轮

机 气 动 传 热 联 合 UTC”，合 作 研 制

CJ1000AX 复 合 材 料 风 扇 ，合 作 开 展

CJ1000AX和CJ2000增压级实验验证。

汽车动力总成高端加工装备国产化

与智能制造系统验证示范基地项目突破

我国汽车工业动力总成高端数控加工装

备国产化的瓶颈，带动数控系统、功能部

件、机器人、大数据等产业链协同创新发

展，形成我国汽车行业高端数控加工与智

能制造技术产业化应用的示范标杆。

此外，燃料电池金属极板制造项目是

国内第一家燃料电池金属极板专业制造企

业，打破了国外公司的垄断。目前，正在建

设国内首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金属

极板生产线。核电装备测试验证基地项目

为小型智能反应堆以及第四代核能系统原

创性技术提供孵化器和验证平台，为国内

外核电研发机构和核电装备制造商提供装

备测试验证技术服务，是我国核电型号、产

品的重要研发验证载体。轻合金材料及制

品智能热制造项目首期将引入镁氢能源大

航程无人机、复合材料环保回收、关重件绿

色智能铸造、智能旋压技术与装备、可降解

镁基医用耗材等五个子项目，逐步成立项

目公司进行企业化运营。

除了上述“五朵金花”以外，交大临港

智能制造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还在推进燃料

电池膜电极、燃料电池系统总成、无人智能

制造车间、巡检与处置机器人、智能制造实

训装备等一系列新兴项目产业化。同时，

临港集团正在与中科院、复旦大学、华师大

积极合作，建设类似产学研融合和转化平

台，争取孵化、转化和产业化更多高校优质

科研项目，支撑临港科创中心主体承载区

建设和世界级卓越园区发展。

上海交大、临港集团与上汽集团合作

在氢能燃料电池智能制造产业链上培育

出4家混合制股份结构公司，这是平台“五

朵金花”周围破茧而出的“小花”。由上海

交大提供基础理论与科学问题研究，上海

智能制造功能平台提供制造工艺与装备

研究，上汽集团采购燃料电池关键构件，

形成固态储氢材料、极电与电堆、高效膜

电极、系统集成的产业链条。

稿件来源：浦东新区科经委

智能制造研发与转化功能平台打通产学研

临港：智造“硬核基地”

临港是上海智能制造的承载区，产学研一体化带来新活力。上图为临港滴水湖。下图为临港重装备产业区。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