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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森（厦门）电子基于电磁涡
流检测技术，创新性提出了无方向性
涡流、超高通道阵列涡流、高速远场
涡流等新技术方法，解决了重大装备
关键部件表面及近表面缺陷准确感
知、高精度快速检测以及高速探伤与
测厚精准同步等关键技术难题，推动

了我国重大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成果转化产品已推广应用在航
空航天、核工、电力、冶金、船舶、石
油、化工、铁路等领域的重大装备关
键部件的安全无损检测与评价工作，
包括飞机叶片、动车空心轴、电站锅
炉管、核反应堆核燃料棒等。

●名片：基于电磁涡流检测技术
的重大装备关键部件检测系统项目

由爱德森（厦门）电子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于2018年10月完成研发，
2019 年进行成果转化并实现产业
化。已获国家发明专利6项授权，实
用新型专利1项。获得2020年中国机
械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2020-2022
年，累计实现新增销售额 8230.84 万
元，缴纳税收539.32万元。

科技成果 落地生金金金金

《厦门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若干规定》
从改革高校和院所科研体制，建立健全科研人员
双向流动机制，改革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
权，激发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积极性，促进企业转
化科技成果等方面打出了“组合拳”，为促进技术
与市场“联姻”，助力科技成果“落地开花”营造了
良好环境。

其中最直接的帮助是，对高新技术企业在本
市通过自主研发、受让、许可、作价入股、产学研
合作等方式实施科技成果转化产生一定效益后
实施相应奖励。既对企业引入科技成果转化给
予奖励，也对企业转化高新技术成果给予奖励。

具体来看，企业引入国内一类知识产权和境
外发明专利技术在厦实施转化的，按实际支付技
术交易额6%给予奖励，每家每年最高奖励100
万元。企业转化高新技术成果产生经济效益的，
连续两年按其应缴已缴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
60%给予奖励。

● 着力管理制度“改革增效”

目前，我市科技成果的评价、发布、奖励、交
流和推广应用等已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
度，科技成果的流通速度与方式、科研机构运行
机制和人才流动制度等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深
刻变化，这些变化都朝着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
方向发展。

市科技局采取网上申报方式，不断完善网上
申报系统，实现企业“不见面审批”“一趟不用
跑”；与此同时，完善了认定项目管理部分，明确
项目认定的奖励对象范围、认定条件等；加大对
弄虚作假等行为的处理力度，并与各相关部门做
好项目跟踪管理等。

● 科技成果产出率明显提高

一系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法规的出
台，确立了科技成果的商品地位。科技成果转化
由过去主要靠政府推动转变为政府计划推动和
市场机制扩散有机结合的新局面，并正在向市场
推动为主的趋势发展。近年来我市持续增强科
研机构的活力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
成果产出率明显提高。2022年，我市共申报
588项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申报数较上一年
度增加57.21%，经认定通过471项，通过数较上
一年度增加44.48%。

● 凸显科技成果价值

支持凸显核心价值的领域，支持原创性科技
成果的转化，支持产业链核心环节、占据价值链
高端地位的成果转化……每年，我市涌现出大批
高质量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产生了可观的经
济效益。2022年度我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共认定471项。据统计，这471项高新技术成果
2020、2021两个年度已实现销售收入865.81亿
元、缴纳增值税21.05亿元，预计2022年度可实
现销售收入590.40亿元、缴纳增值税43.97亿
元。

● 创新政策服务模式

为了加深创新主体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
关政策法规的理解和认识，市科技局每年积极统
筹各方资源，点面结合，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
开展多场次的政策培训。开展“面对面”申报宣
传，并鼓励优质项目进行高转项目申报，以提高
项目认定成功率。

另一方面，市科技局通过“课后服务”，注重
对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企业的实地调研，以上门

“家访”的形式做好相关的延伸服务。通过了解
企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实施情况和绩效，
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并提供相关服务，力促更多
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

此外，市科技局近段时间来致力于全面落实
厦门建设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区行动，探索“科
学家＋企业家＋投资人”的研发形态，推进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综合试点建设，拓展更多科技成果
应用场景，开拓国际科技合作新路径。

文/本报记者 吴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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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市科技局提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近年
来，我市高新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认定
工作坚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深入落
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有力支撑。

记者了解到，我国先后出台了一
系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法规
和政策规定，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法》、国务院出台《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
定》到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促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通过整体考虑
和系统性部署，形成了从修订法律条
款、制定配套细则到部署具体任务的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三部曲”。我
市自2020年12月重新制定《厦门市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若干规定》以
来，有效加快推动我市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体现了科技创新成为真正带动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

在信息化建设发展过程中，积累了
大量采用不同存储方式的业务数据，包
括采用的数据管理系统也大不相同，从
简单的文件数据库到复杂的网络数据
库，它们构成了多源的异构数据。

针对大数据项目面临的海量多
源异构数据融合计算、治理、分析和
安全等突出问题，美亚柏科在跨中心
协同大数据融合计算架构、多源多模
态数据融合治理、多模态数据智能化
分析和零信任安全体系架构等方面
取得重要技术突破，构建了全生态的

“大数据操作系统”。
这一成果有效整合了各行业部

门前期建设的各项系统，改变了各业
务系统“信息孤岛”的状况，信息利用
率和使用效率显著提高。在公安、市

监、应急、税务等大数据领域得到了
推广应用，切实提升了执法机构及政
府部门的数据融合分析、深度挖掘利
用能力，以及预知、预置、预警水平，
在维护社会稳定、打击犯罪、税收风
控、应急处置、公共安全防控等工作
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名片：海量多源异构数据超融
合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项目

由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自主研发，于2018年6月完成
研发，2019年进行成果转化并实现产
业化。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6
项，软件著作权8项。2020-2022年，
累计实现新增销售额46685.86万元，
纳税2642.5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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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在石墨烯产业化应用中，存在着
石墨烯粉体难分散和成本高等行业
痛点。厦门凯纳石墨烯创新性开发
了规模化制备高质量石墨烯的工业
化技术——采用独创的物理剥离与
分散技术，实现石墨烯粉体的低金属
杂质含量、高效率低成本生产，并有效
减少对石墨晶格的破坏，保障石墨烯

产品质量，成功突破了石墨烯产业化
应用的瓶颈。这一成果在新能源电
池、橡塑和涂料等领域广泛推广应用，
是一次原创新材料“从0到1”的探索
与成功挑战。近3年累计新增销售额
数亿元，为石墨烯产业树立了典范。

●名片：高质量、低成本、易分散
的石墨烯粉体产业化应用项目

厦门凯纳石墨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自主研发，于2015年完成研发，
2017 年进行成果转化并实现产业
化。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8项，实用
新型专利1项。曾获得“福建省科学
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厦门市科技进
步二等奖”“厦门市专精特新产品”

“厦门市新材料首批次产品”等荣誉。

规模化制备高质量石墨烯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产业是建材
工业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保护、
环保利废、应急抢险等重要的社会保
障性产业。厦门智欣建材集团的一
系列创新成果应用在预拌混凝土生
产项目的绿色生产控制上，包括：开
发了密码式入料管理系统，实现可控
入料纠错功能；在国内首次使用减压
除尘技术，使搅拌机主机楼装置内的
混凝土实现回收率达90%以上；开发
了罐体清洗废液的导流技术，实现绿
色排放；采用粉料运输车集中供气系
统，有效避免噪声扩散，确保混凝土
生产、运输及使用的全过程对环境的
不利影响最小化，有效解决粉尘、噪
声和废水等各类环境污染问题，最终

实现“用地集约化、生产清洁化、废物
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生产运营模
式。这些成果在混凝土生产领域推
广应用，实现了混凝土生产与环境保
护的和谐发展，达到国家级绿色生产
标准，树立了行业标杆。

●名片：智能除尘可回收式预拌
混凝土绿色生产技术产业化应用项目

由厦门智欣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于2020年12月完成研发，
2021 年进行成果转化并实现产业
化。已获得 8 项实用新型专利授
权。2020-2022年，累计实现新增销
售额107714.8万元，缴纳税收约6039
万元。

混凝土绿色生产助力环境保护

为重大装备关键部件提供高精无损检测

BRCA1基因和BRCA2基因是
重要的肿瘤抑制基因，检测核心技术
和关键产品一直被欧美发达国家垄
断。这一成果依托艾德公司“二次
PCR扩增建库技术”和“扩增子二次
调整校准算法”专利技术，是我国首
个获批上市的BRCA1/2基因突变
检测 NGS 产品，打破跨国公司垄
断。产品性能与境外上市的同类产

品相比，不仅检测流程更加标准化，
操作更加简单方便，而且覆盖检测区
域更全，检测性能更优，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在生物医药领域的推广应
用，实现了BRCA1/2基因突变高效
精准检测，为临床医生选择抗肿瘤靶
向药物提供依据，有效避免药物的误
用滥用，保障医保资源的精准投放。

●名片：人类 BRCA1 基因和
BRCA2基因突变检测试剂盒（可逆
末端终止测序法）的产业化项目

由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于2019年2月获
得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同年进行成
果转化并实现产业化。获 2 项国家
发明专利授权。2020-2022年，累计
实现新增销售额 9528 万元，缴纳税
收286万元。

实现BRCA1/2基因突变高效精准检测

基于北斗/GPS、物联网、移动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这一项目全面整合了道路公
共交通“人-车-路”系统的车辆运
行、调度生产、实时客流、运行能耗、
设施状态、机务维修等多维度大数据
资源，在道路公交行业监管与综合服
务关键技术和系统平台开发应用取
得一系列突破。形成了“外场设备+
企业智能调度系统+企业综合应用
系统+行业监管平台+电子站牌信息
服务系统”的智慧公交服务管理综合
平台。这一成果商业模式成熟，已在
公交领域广泛推广应用，在福建省公
交行业服务市占率达到90%以上，并

推广至12个省份、60个城市，提供了
快速、稳定、安全的智慧交通运行管
理与服务保障，也为推进各地综合交
通、智慧交通、绿色交通、平安交通的
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名片：智慧公交管理服务平台

由厦门卫星定位应用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完成自主研发，
2017 年进行成果转化并实现产业
化。已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项，软
件著作权 2 项。获得 2019 年度福建
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项目近两年
累计实现成果转化10192.67万元，纳
税337.39万元。

构建全生态“大数据操作系统”

快速稳定安全的智慧交通
运行管理与服务保障

▶项目一
系列创新
成果应用
在预拌混
凝土生产
项目的绿
色生产控
制上。

◀ 市科技
局持续推
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
化综合试
点，拓展更
多科技成
果应用场
景。

▲高质量、低成本、易分散的石
墨烯粉体产业化应用项目

▲人类BRCA1基因和BRCA2
基因突变检测试剂盒

智慧公交管理服务平台

▲基于电磁涡流检测技术的重
大装备关键部件检测系统

我市有效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科技创新成为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