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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伟 |大 |变 |革 |

深圳：挺进创新“深水区”
从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到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深圳，
被寄予率先突围原始创新难关、抢占全
球科技高点的殷殷期望。

科创企业持续攀登原始创新“高地”，
2021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过万
亿元，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2万家
……今日深圳正昂然挺进创新“深水区”。

自力更生：直面创新“阵痛”

经历供应限制的严峻考验，华为逆
势前行。3月下旬，华为公司发布的
2021年年报显示，当年华为实现收入
6368亿元人民币，净利润1137亿元，同
比增长75.9%。

“燧石受到的敲打越尖利，发出的
光就越璀璨。”华为监事会主席郭平说。

2018年以来，中兴通讯、华为等企
业接连受到制裁，凸显芯片、操作系统
等核心硬件软件“卡脖子”困境。

直面创新“阵痛”，必须依靠自力更
生。

作为深圳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主阵地的核心承载区之一，光明科学
城正在成为高端科研资源聚集地和原
始创新策源地。深圳湾实验室、中山大
学深圳校区、深圳市神经科学研究院等
项目已在光明科学城投入使用，脑模拟
与脑解析、材料基因组、中科院深圳理
工大学过渡校区等设施平台正在加紧
建设。

更多基础研究之“树”，正在不断成
长。

位于深圳的新型科研机构鹏城实
验室，致力于建设关键大科学装置“鹏
城云脑II”，打造人工智能基础性研究平
台，算力和数据吞吐能力居于世界先进
水平。

大量的研发投入正在持续显现“规

模效应”。
2021年华为投入1427亿元进行研

发，占总收入的比例为22.4%，处于近10
年的最高位。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比重已突破5%，居国内大中城市
前列。

串珠成链：形成创新合力

今年2月，在深圳的疫情防控工作中，
几辆自动驾驶轻卡“上岗”，一天单辆车可
运输500多箱物资，抗疫物资超万件。

自动驾驶创业企业元戎启行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自动驾驶轻卡融合了
激光雷达、摄像头、组合导航等传感器，
疫情期间负责深圳福田区沙头街道划
定管控区内的防疫物资配送，服务12个
防疫工作站点。

在深圳，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2万家，源源不断贡献创新能量。

与此同时，“串珠成链”的创新平台
也在凝聚“合力”。

利用合成生物技术开发一种医用
活性材料，能够像胶水一样促进伤口快
速愈合，这是中科院深圳先进院研究员
钟超的科研成果。

位于光明科学城的深圳市工程生
物产业创新中心，正从机制上探索基础

研究与产业化应用有机融合，建立起
“科研-转化-产业”的全链条企业培育
模式。

更完善的创新孵化土壤，也在不断
孕育。

近年来施行的《深圳经济特区科技
创新条例》规定，深圳市政府投入基础
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资金，应当不低
于市级科技研发资金的30%，并将科技
人员的激励由“先转化后奖励”调整为

“先赋权后转化”。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王晓东表示，通过赋权科技人
员，将科技成果转化后的收益和奖励前
置到转化前，有利于激励科技人员发明
创造更有前景的科技成果，更大限度地
调动科技人员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积
极性。

协同创新：迸发湾区能量

从特区到大湾区，从数个区域分别
试点到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新的发
展画卷在南海之滨徐徐铺开。

从求学香港，到来深圳加入腾讯，
再选择创业，“人工智能+”的大发展点
燃了贾佳亚心中的激情。思谋科技创
始人、香港中文大学终身教授贾佳亚

说，利用人工智能让工厂“更智慧”，前
景广阔。

人才的流动更加频繁，科研的“火
花”在持续碰撞。

利用自主研发的多维同步飞扫荧
光显微成像仪器，研究人员可以对动物
的脑切片实现快速扫描，从而获得脑神
经完整图谱，为脑健康和类脑智能研究
提供数据支撑……

这是深港脑科学创新研究院的科研
成果。研究院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与香港科技大学共同建设，成
立不到3年科研成果不断涌现。研究院
还与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建立研究生联
合培养机制，围绕脑认知与脑疾病的前
沿领域，培养新一代脑科学人才。

曾经制约粤港澳大湾区全方位协
同创新的藩篱逐渐被打破。

近年来，广东制定了港澳高等院校
和科研机构参与省级科技计划的相关
规定，推动广东财政科技资金从政府部
门直接过境港澳。

“越来越多的体制机制创新，让创
新要素在大湾区内更加顺畅地流动，为
大湾区创新发展带来强劲动能。”中国
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樊建
平说。 据新华社

近年来，随着电动汽车兴起，电池
起火等安全问题备受关注。从2017年
回国至今，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青年
科学家工作室”负责人王家钧始终在寻
找这一难题的破解之路。

“我目前的工作是给电池的健康状
态做诊断，简单来说相当于给电动汽车
使用的锂电池进行‘三维脑部CT’，及
时发现不足和隐患，为其修复、改进、完
善提供科学精准的参考。”谈起自己的
研究领域，王家钧兴奋不已。大家叫他

“电池医生”。
王家钧出生于1981年，17岁时考入哈

尔滨理工大学化学系，随后在哈尔滨工业
大学应用化学系攻读了化学专业的硕士、
博士。那时，他对一切未知的科学奥秘保
持着浓厚的兴趣，养成了良好的学术习惯，
慢慢地坚定了未来从事科研的信念。

2008年，王家钧出国深造。他先到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攻读博士后，随后
在国外两家实验室工作。他一直致力
于发展同步辐射多维成像技术，并将其
应用于新能源材料研究。

“身在异乡，心系祖国。”王家钧说，
国内新能源行业迅猛发展，电池企业不
断增加，产业化进程不断推进。他发
现，一些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相对薄

弱，内心便涌起一股冲动——结合自己
了解的先进技术，推动电动汽车电池领
域的基础科学取得高质量发展。

2017年，在反复考量几个月后，王
家钧下决心回国发展。“国家大力支持
海外科研人员、留学生回国就业创业，
出台了一系列好政策。虽然放弃眼前
喜欢的工作、优厚的待遇，内心不舍，但
我相信，换个阵地好好干，一定可以为
国家发展做点事情。”他说。

新能源技术被认为是21世纪的高
新技术，电池行业作为新能源领域的重
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全球研究热点。王

家钧回到母校哈工大任职，带领团队开
启崭新的全固态电池研究。他们将目
光聚焦固态电池关键技术，探索利用X
射线同步辐射成像技术，开展电池失效
与安全改进研究。

然而，固态电池及其材料的生产工
艺和设备不太成熟，需要做大量摸索性
工作，课题失败的风险很大。即便如
此，王家钧仍要“啃硬骨头”。

“科研没有捷径，只有认真思考、善
于总结、注重细节，经历无数次跌倒再
重新来过。”王家钧举例说，在硫化物固
态电池方面，很多文献对实验细节描述

得并不具体。从电解质合成到全电池
组装，从测试模具到试验方法，他和学
生一点点摸索，花了近两年时间，完成
了第一个固态电池相关工作。

经过4年多发展，王家钧所在团队
已小有规模，有博士后2人、博士11人、
硕士14人。截至目前，团队获得发明专
利8项，在《自然》子刊等国际刊物发表
论文40余篇，一系列具有国际领先水平
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为开发高容量、高安
全锂电池提供了新的视角。

面对科研成果，王家钧说，不论是起
步时的百余平方米独立实验室，还是发展
所需的科研经费资助、科研项目申请，都
离不开学校、学院及研究所给予的支持。

“科研成果要转化好，不能躺在实
验室里睡大觉。”王家钧介绍，面向民生
和工业界需求，团队的相关技术成果得
到了多家研究院所和行业龙头企业的
应用和认可，进一步提高了电子产品高
容量电池的安全性。企业从中受益，实
现转型升级。

“眼下正是创新的时代，科技创新
的意义尤其重大。作为新时代的科研
工作者，要坚持国家的需要就是奋斗方
向，潜心做真正有用的科学。”在王家钧
看来，将个人成长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
在一起，不断突破创新、追求卓越，才能
让生命绽放出绚丽之花。 据新华社

“电池医生”王家钧：

个人成长应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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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钧（中）和学生们在实验室攻关。（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2021年9月8日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