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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千年瓷都“创”出新未来

健全创新创业体系
强化创新推动力

站在陶瓷产业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上，
德化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基础支撑，加快数字赋能、推
动设计创新，实现创新带动创业、创业促进创新的良
性循环。

近年来，德化每年安排预算4500万元用于支持
科技创新，集中用于陶瓷产业惠企奖励、科技创新企
业补助、科技创新创业平台奖励、高端设备应用推
广、企业稳产增效奖补等。如今，全县企业创新创造
热情持续高涨，每年投入研发的经费支出近6亿元。

构建以高新技术企业为引领、成长型企业为支
撑、中小微企业为基础的创新型企业梯队。截至目
前，德化共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57家、省科技小
巨人企业35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14家、省级重点
实验室1家、市级新型研发机构3家。

搭建创新创业孵化平台。近年来，德化积极推动
“孵化+创投”“互联网+”等孵化服务模式创新，支持
企业重点发展基于“互联网+陶瓷”特色，培育国家
级众创空间1家、省级众创空间9家、省市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4家。累计众创空间和科技企业孵化器总
面积约28万平方米，设立680个创业工位，孵化483
家企业和520个创业团队。

全产业链智造升级
激发企业内驱力

在新博龙陶瓷有限公司智能化陶瓷生产示范车
间，由中科陶瓷智能装备研究院研发的国内首台“滚
压多瓣模”自动化设备落地运行。这套设备将传统的
人工切泥、人工投泥、人工取放模型的日用瓷滚压成
型方法，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了机器自动切泥、自动
投泥、滚压成型、自动取模取坯，该项技术的应用将
降低员工劳动强度60%，提升作业效率约10%。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
近年来，德化持续加大智能装备的研发和推广

服务力度，建设陶瓷智能装备研究院、高科陶瓷中试
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开展新材料创新研究等，突破高
端创新平台缺乏、设计水平亟须提升等问题，打通陶
瓷产业创新全链条，提升陶瓷产业创新水平。累计实
施各级各类科技研发项目80多项，在传统陶瓷产业
的泥料配方、智能装备、表面装饰、制品烧成、上下游
配套产业等5方面的创新水平均得以提升。

其中，瓷土方面，配方技术由人工的“土经验”配
方逐步发展到数字化、标准化配方，实现废弃资源、
废瓷、废物、工业剩物回收再利用，推动资源循环利
用和企业共生发展，经测算，陶瓷企业工业固体废物
再生率达90%以上，每年可回收各类固体废弃物12
万吨替代原矿资源。智能装备方面，开展绿色数字技
改专项行动，在全县范围内带动推广全自动、半自动
成型生产线240条。烧成创新方面，研发推广应用氧
化烧结碳化硅为材质制作燃烧器和喷嘴，引进空燃
比例控制阀，是全县主打的工业窑炉，先后引入计算
机智能控制技术，实现烧成由“人工肉眼”控制到电

脑自动化控制。
与此同时，德化县不断推动

设计创新，充分发挥国家陶瓷行业工
业设计研究院作用，汇聚樊明武院士、清
华美院鲁晓波院长等高端专家队伍，集中打
造品牌、设计、技术、渠道、资讯等共享平台，
已服务200多家陶瓷企业。

知识产权大保护
澎湃发展新活力

在陶瓷行业，研发创新的投入一般占总成本的
20%以上，市场占有率及利润率主要依靠产品的创
新。为进一步帮助“敢创新”、引导“会创新”，近年来，
德化创新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持续加大创新
成果保护力度。

打通知识产权转换通道，把无形资产变成有形财
富。德化将知识产权列入推动陶瓷产业发展重点支持
条款，大力创新以奖代补政策，每年对专利授权、知识
产权贯标及成果转化运用等给予奖励超千万元；鼓励
银行创新“科创贷”金融产品，每年发放知识产权质押
贷款超5亿元，融资额度居福建县区前列。

全县商标、专利等始终保持较快增长率，呈现“井
喷式”发展态势，其中专利授权超1.3万件，每万人有
效发明专利拥有量12.71件；注册商标数达3.2万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7件、马德里国际商标107件。有
效破解知识产权案件审理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维
权慢等问题，在全省首推“1小时”诉前证据保全机
制，共同构建涵盖立案、调解、审判、执行等方面的快
速反应机制，共集中销毁20万余件著作权侵权产品，
进一步增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认同”。

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57 家、省级科技
小巨人企业 35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214 家、省
级重点实验室1家、市级新型研发机构3家。

培育国家级众创空间1家、省级众创空间9
家、省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4家。

全县版权登记数达19.52万件，年新增版权
登记数量占全省近40%，位居全省第一。

◎入选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县
◎荣获中国创新百强县
◎陶瓷制品·福建德化获评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
◎全省唯一被工信部评为2022年消费品工

业“三品”战略示范城市
◎德化白瓷产业集群上榜2023年度中小企

业特色产业集群

全国唯一国家级
陶瓷工业设计研究院

国家陶瓷行业工业设计研究院是工业和信
息化部公布的首批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是全
国唯一一家陶瓷行业的工业设计研究院。研究
院以立足德化、服务全国为目标，布局以日用陶
瓷为主导，艺术陶瓷为特色，茶具、高技术特种
陶瓷等为延伸的“1+1+X”陶瓷行业设计创新体
系。2021年4月，联合国家日用及建筑陶瓷工程
技术中心设立景德镇分院，进一步拓展领域。

陶瓷智能装备研究院
德化县引进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昆

山）智能装备研究院，联合共建陶瓷智能装备研
究院，新成立20人的专业研发团队，开展装备研
发13 项，成功开发自动取坯机、注浆机、模具制
模机、泥料套袋机等新装备7台套调补陶瓷产业
设备空白，服务企业140家。

建设陶瓷智能装备研究院、高科技
陶瓷中试研究院等创新平台，落地国内
首台“滚压多瓣膜”自动化设备；开展新
材料创新研究，推动超细环保矿物纤维

材料项目、华通信安碳化硅陶瓷复合材料、齐巨敏德
陶瓷电子项目落地建设；成立陶瓷创新发展研究院，
落地全国陶瓷行业唯一一家国家陶瓷工业设计研究
院，获评中国创新百强县……

陶瓷产业是德化县的优势产业、主导产业和民生产
业。今年以来，德化启动“中国白·德化瓷”产业新一轮高质
量发展五年行动计划，深入实施陶瓷创新战略，聚焦陶瓷
产业强链延链补链，着力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智
能、新模式等“五新”应用下功夫，促进产品时尚化、品牌高
端化、制造数字化、生产绿色化、工艺标准化、资源集约
化，力争陶瓷产业集群到2027年突破千亿元。

□本报记者 颜雅婷 通讯员 苏俊基

经验展示

核心
提示

亮点数据

荣誉榜

企业风采

博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在全球半导体、平板显示、LED、太阳能电池等高科技产

业链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多个主要产品被列入工信部公示的《重点
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2018—2021年版）》。主要产品
应用于各类市场，合作伙伴主要有联芯、中芯国际、长鑫存储、长江
存储、上海华力、京东方、天马等。海外客户有东芝、海力士、德州仪
器、英特尔等。2022年产值7.26亿元，纳税1697.71万元。

福建良瓷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5G+智慧制造卫生陶瓷产业园”基于5G组网技术，实现

生产、企业管理、数据采集、物流自动化、仓库管理系统无缝集成，
一体化应用，从而减少生产线综合布线建设一次性投入成本，达到
降低能耗、主动预警、提高效率的目的。良瓷科技是全球首家5G智
慧陶瓷工厂、行业唯一数字化转型标杆工厂、工信部工业互联网示
范试点企业、中国标杆智能工厂。

永春：校企“双向奔赴”创新再添动力

创新打造校地共建科研平台

今年以来，永春县高度重视泉州市政府关
于创新发展重点工作的部署安排，大力推动高
校进园区服务活动，积极探索校地共建科研平
台的汇才引智创新模式，打通了校企合作通
道，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科
研支撑。

热情“请进来”，为高校入园进企引线搭
桥。永春县多次邀请泉州湖南大学工业设计与
机器智能创新研究院、泉州南京大学环保产业
研究院、福建（泉州）先进制造技术研究院等大
院大所到永春开展产业创新需求调研，深入香
检中心、彬达香业、兴隆香业、兴全香业、福源
锌业、双恒铝材、冠中科技、美宏科技等县域重
点企、事业单位走访调研，详细了解企业的生
产流程和存在的难点、堵点，共同探讨优化方

向，并就校地增强科技人才交流、共建科研平
台，在永春设立科研工作站等事项充分研讨，
并达成合作意向。

大胆“走出去”，阔视野拓思路。在前期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7月13日，永春县带队调研
泉州市工业设计协会，双方就工业设计赋能
永春多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入交流。同日，考察
泉州湖南大学工业设计与机器智能创新研究
院并召开座谈会，就在永春设立研发创新平
台、激活县域产业工业设计发展活力等议题
展开深入讨论。7月26日，在泉州市科技局的
带领下，永春县科技局组织永春国家香检中
心、福建良瓷科技有限公司、永春百轩香业等
赴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考察学习，并在该
院挂牌成立“泉州永春香瓷醋产业设计创新
中心”，致力于推动永春县香、瓷、醋等传统产
业工业设计能力的提升，实现产业创新发展、
转型升级。

依托“请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互动机制，
永春县成功与高校共建科研平台——永春县
校地协同创新中心，先期进驻泉州湖南大学工
业设计与机器智能创新研究院永春工作站、泉
州南京大学环保产业研究院永春工作站、福建

（泉州）先进制造技术研究
院永春工作站。后续，永春县
将依托校地协同创新中心，拓宽
校企合作通道，吸引更多高校、
科研院所，吸纳更多优秀人才和技
术资源，积极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发
展的深度融合，实现更多科研成果转
化、落地、见效，进一步提升永春县的创新能力
和竞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科技特派员实现乡镇全覆盖

永春县持续完善科技特派员选派、管理、
激励机制，抓好科技特派员队伍建设，推进科
技特派员工作持续深入开展，实现所有乡镇
科技特派员全覆盖，助推乡村振兴和精准帮
扶。2021年至今，通过省级团队科技特派员
选认31个，个人科技特派员选认75个，法人
科技特派员选认2个；通过选认市级科技特
派员工作站 5 个，团队科技特派员选认 10
个，个人科技特派员选认 157 个。2022 年获
得泉州市科技特派员正向激励考评工作优
秀等次。

2021年，R&D经费投入2.68亿元，同比增长9.8%，全市排名第
6；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18家，增长率全市排名第1；通过科
技型中小企业评价22家，完成全年任务数的220%。

2022 年，R&D 经费投入 3.84 亿元，同比增长 43.3%，全市排名
第4；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26家，完成全年任务数的124%，
全市排名第 5；通过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 148 家，完成全年任务数
的740%，全市排名第1；通过福建省科技小巨人企业认定11家，完
成全年任务数的550%，全市排名第1。

2023年1—8月份，全县规上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统计年报填报
数2.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4.95%；共组织37家企业申报高新技术
企业，完成申报任务的116%，申报任务完成率全市排名第1；通过福
建省科技小巨人企业认定16家，完成全年任务数的320%；通过科技
型中小企业评价118家，完成全年任务数的107.27%。

◎九牧永春5G智慧产业园获评“中国标杆智能工厂”
◎中国工业百强县、中国创新百强县
◎第三批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典型县
◎首批国家级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
◎2022年全国科技活动周表现优异奖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
力。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是加快
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
动力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永春县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永春科技发展需求，扎
实推进各项科技工作落实落细，取得显著成效。这
其中，永春创新创建校地科研平台，打通校企合作
通道，积极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有力地提高了永春县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本报记者 林铭珊 （永春县科技局供图）

泉州永春香瓷醋产业设计创新中心成立泉州永春香瓷醋产业设计创新中心成立
福建良瓷科技有限公司智能施釉车间福建良瓷科技有限公司智能施釉车间

德化县城全景德化县城全景 （（德化县科技局德化县科技局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