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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快讯：

（一）工研院牵头建设的首批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顺利投产。工研院

与劲胜联合建设的用国产设备及国产软件打造的高标准的智能车间，响应政

府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号召，从纯粹的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业转

型，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示范意义巨大。该智能制造车间采用 180 台高端数

控装备，81 台机器人，以及 MES、CAPP、APS 等自主开发的国产化装备、国产

机器人、国产工业软件，实现了手机结构件的智能化生产。日前，智能化车

间的 10 条生产线已全部投产，人机比 1:12，车间直接人力由实施前 204 人减

少至 33 人，设备负荷稼动时间由 20 小时/天提升至 24 小时/天，产品良率由

95%提升至 98%。7 月 24 日将于劲胜车间展开全国经验交流会。

（二）工研院孵化企业参与起草国家射频标准。工研院孵化公司广东思

谷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参与国家标准《信息技术射频识别 800/900MHz 无源标签

通用规范》起草。日前，国家电子标签工作组已下达确认函，确认思谷智能

作为该项国家标准制定工作组成员，并在标准前言中进行了署名。该标准目

前正在上报中。



工研院快讯：

（三）多个国家智能制造项目使用工研院孵化企业产品。6 月 3日，工信部

发布了《2016 年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的公示》，在 144 个项

目中，当下热点如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机器人·减速器·数控装备等有

着典型意义的项目被选入其中。工研院孵化企业思谷智能作为核心智能部件

供应商，所参与实施的 7 个项目均通过工信部批准，入选 2016 年智能制造综

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其中包括 1 个标准试验验证项目和 6 个新模式

应用项目。



工研院快讯：

（四）工研院参与建设横沥

协同创新中心，全省推广建

设经验。6 月 15 日，省政

府在东莞召开广东省专业

镇协同创新工作现场会，总

结近年来我省专业镇创新

发展情况，部署以协同创新

为抓手，加快全省专业镇创

新发展和转型升级，其中工研院参与联合建设的横沥镇协同创新的经验做法

被重点推广。省委书记胡春华作重要批示，省长朱小丹出席会议并讲话，副

省长袁宝成出席会议。工研院与横沥模具制造专业镇开展协同创新经验主要

有以下成效：共同建立了模具产业协同创新中心模具装备制造创新分中心，

开展高速、高精度、高刚性、高可靠性、网络化模具数控装备的研究；建立

横沥华科城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 30 家以上，实现年产值 2 亿元以上；

与横沥中泰模具、台一盈拓、智维成型、鸿泰设备等模具制造企业开展产学

研合作和技术成果对接，其中与中泰模具合作研发的国内第一条热成型生产

线“汽车零件自动化大型精密多工位级进模项目”获批 2014 年国家工业转型

升级强基工程，立项金额 3958 万元；进行注塑机节能改造，并与横沥镇共同

建立了首个全国注塑机伺服节能改造示范点。工研院参与建设的横沥镇协同

创新模式得到国务院李克强总理及马凯副总理的充分肯定。



工研院快讯：

（五）华科城系列孵化器再下一城，华科城·创新岛（道滘）揭牌。华科

城系列孵化器开展孵化器拓展，在东莞大岭山、石碣、厚街等镇街建设各地

区产业特征的华科城孵化器，目前已经建成孵化载体面积 200000 ㎡。华科

城·创新岛（道滘）作为道滘镇 2016 年重点建设项目，主导建设运营的东莞

中西部首个科技企业孵化器，今年 6 月正式投入使用，同时举办了东莞道滘

美食节和首届水乡旅游展，通过当地传统美食、水乡风情结合华科城科技创

新形象的模式，向社会大力宣传了华科城作为道滘科技企业的集聚地，为科

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的一站式孵化服务，努力打造成为东莞孵化器

行业标杆。

（六）工研院检测技术中心新增 6 项资质认证。经国家认监委等机构批准，

工研院检测技术中心新增 6项资质认证，分别为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企业信用等级证书、

CMA 证书及企业信用等级证书。工研院孵化公司新创股份公司主要从事环保领

域检测技术服务，目前已完成股份制改造，新三板挂牌工作已启动。



工研院快讯：

（七）工研院牵头的又一国家 863 计划项目顺利验收。由工研院牵头的“支

持模具设计制造全过程精益管控的制造物联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项目开发

了适用于模具设计制造的特种标签、传感器读头、分布式智能节点等 5 种物

联网感知硬件产品，构建了包含项目管理、设计管理、计划管理、工艺管理、

物料管理等 11 个模块的基于物联网的模具设计制造全程精益管控系统，在东

莞劲胜等几家大型模具制造企业实现示范应用，应用效果通过行业协会评测

认可，实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使传统模具制造业的离散流程精细化管控水

平提升、企业成本可控、交付周期缩短，利润提升，对模具行业的健康发展

提供了支撑。

（八）工研院协办的 2016 华中科技大学工业设计创新学术论坛圆满召开。

6 月 5 日，工研院孵化公司华科中道创客工场作为协办单位，与武汉多所高校

的设计专业师生和业界人士齐聚华科启明学院亮胜楼报告厅。台湾云林科技

大学的管倖生教授、艺有道工业设计机构创办人邱丰顺总裁（Kumo Chiu，台

湾）及美国普渡大学艺术设计系的副教授 Tong Jin Kim 三位专家与业界先锋

就《当前新形态下的工业设计发展趋势》发表演讲。



团队建设

（一）无人艇团队已完成码头图纸设计，并已具备三个系列的无人艇。由

工研院引进的无人艇关键技术研究创新团队在实验室环境建设方面已完成了

室内试验水池的安装并已投入使用。同时码头建设图纸已出，预计年底完工。

另外，在技术研发方面，新增 1m 小艇实验，完成运动控制实验和编队实验。

目前团队已经具备了室内编队小艇、室外 1m 小艇、在建 7m 无人艇，三个系

列的无人艇。

（二）引入大功率激光器团队，开展激光器研究。工研院已引进美国 JDSU

公司的高级主任工程师马修泉博士（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国际青年千人

候选人）落户东莞开展大功率激光器产业化项目。目前已经建设了激光光学

研发室、机械及电气技术研发室、工程技术研发室，相关设备已经到位。



团队建设

（三）博士后工作站成功开题。2015 年 9 月工研院获批博士后工作站，

今年 6 月成功引进耿涛博士并完成进站手续办理。耿博士为华中科技大学博

士，河南大学副教授，从事船舶与海洋技术领域的研究，研究课题为《全自

主无人艇研究》，目前服务于无人艇关键技术研究创新团队。

（四）引进国际创新人才。工研院着重人才发展战略，广纳人才。工研院

电子制造部引进创新人才王东海，王东海为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后、佐治亚理

工学院联合培养博士、访问学者。王东海博士担任工研院电子制造部首席研

发工程师，研发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行走式体重支撑下肢康复外骨骼装

置和一套轮椅式下肢康复外骨骼训练平台，实现小批量产品。以“产、学、

研”为模式，在下肢医疗康复领域形成一条以“理论研究→基础元件→系统

融合→装备集成→临床应用→典型示范”为思路的完整产品研发链。

（五）工研院核心骨干获荣誉称号。工研院常务副

院长张国军获“中国创业导师”“东莞荣誉市民”称号，

副院长寻格辉获“中国创业导师”称号，副院长刘国

祥荣获“东莞市科技企业创业导师”称号，设计服务

中心主任曹淮教授荣获“东莞市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称号及“东莞市特色人才”称号。



文化建设

（一）第六届“松湖创新杯”50 公里徒步： 路虽远，迈步不停即可到达。

5 月 7 日，由工研院及松山湖管委会主办的第六届“松湖创新杯”松山湖 50

公里徒步活动拉开序幕。原本 50 公里徒步活动只是工研院自发组织的团队活

动。从 2011 年工研院举办第一届徒步行活动到今天，队伍也从几百人增长到

今天的近 5000 人，这是徒步爱好者相约松山湖的第六年，“松湖创新杯”徒

步活动屹然成为了松山湖一年一度的一大盛事。

（二）员工体验活动：我们的船承载理想,扬帆起航。6 月，广东华中科

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东莞松湖华科产业孵化有限公司及广东省智能机器

人研究院员工于东莞隐贤山庄进行了“这是我们的船”主题体验活动。在工

研院成立之初，理事长李培根院士为工研院题字“承载理想，扬帆起航”。

他寄寓我们从这里起航，顶风破浪，驰骋远

方，追逐理想。如何在浪潮中大海行船，抵

挡风雨，必须用内部的“水手”制造出属于

“我们的船”！两院一器的精英“水手”们

时刻准备着！



媒体报道

东莞新梦想：从大学教授到工厂导师

高端人才逐梦推产业转型升级

摘自南方日报

早上 9 时不到，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工研院”）

常务副院长张国军的办公室就迎来了第一批客人。一家制造业企业慕名派人

前来，希望从这里找到帮助其产品升级的新技术。

作为智能制造领域的专家，张国军已经逐渐适应从教授到院长的转变。

张国军旗下有一支 600 余人的技术团队，针对建材、家具、电子制造、模具、

毛纺、能源等行业的重大需求，自主研发了十几类、几十个系列的行业关键

装备。

在劲胜精密的智能工厂车间，机器人被安装在传送带上，解决生产过程

中个性化、柔性化、定制化的问题，这一自动化生产线的改造来自张国军的

手笔。制造业里一家大型企业的技术进展，往往意味着整个行业的变化。这

正是张国军和他的研究院对制造业的公共意义所在。“我在这里实现自己的

人生价值。”张国军说。



媒体报道

当张国军走进东莞的工厂车间搞创新时，刚从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的

李海洲也在这里开启新的梦想。他和团队四处走访，了解企业的需求，研发

专用的数控系统。2010 年，在工研院的资金支持下，东莞华科精机有限公司

成立，李海洲担任公司总经理。

由于有强大的技术支撑，短短几年，华科精机的控制系统在针纺智控、

特种缝纫和特种机床等行业得到应用，公司也完成了 A轮 3000 万元的融资，

估值高达 1.5 亿元。

数据显示，目前东莞共有高层次人才 7.5 万名，其中博士以上学历人员

1300 多名，中央“千人计划”专家 22 名。

扎根“世界工厂”的“学院派”“技术流”，与数量庞大的工厂、企业发

生“化学反应”，推动技术与产业化的紧密结合，正在支撑起中国制造的未

来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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