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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光明新材料中試產業化基地11樓，深圳特新界面

科技有限公司（簡稱：界面科技）董事長張明東正在實驗

室和同事檢測剛剛從隔壁車間印刷出來的電子標籤各項性

能。不久之後，這款標籤將在位於韶關的生產基地進行批

量生產。

一項技術從實驗室邁向市場，要跨越巨大的鴻溝，「中

試」是其中關鍵的環節，透過不斷調試技術工藝、反覆驗

證產品的穩定性、可靠性和性價比，最終實現產業化。

作為內地第一個以「新材料中試產業化基地」命名的專

業園區，光明新材料中試產業化基地甫一推出，很快吸引

了16家新材料企業進駐，這些企業的技術水平均在細分賽

道上遙遙領先，且處於高速成長的市場發展階段，除個別

屬於初創企業或戰略布局需要而引進的企業外，有13家企

業實現人民幣億元以上估值及千萬級以上融資，可謂「藏

龍臥虎」。通過行業集聚帶來的技術集

成、高效的產能放大驗證測試，中試基地

為眾多高科技企業提供邁向市場化的有力

支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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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建中試轉化區
專家：光明經驗可供借鑒

「工業上樓」優化版 運營管理待考驗

特稿特稿 帶着產品會客
中小企添底氣

◆絢圖在中試基地的實驗室。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光明新材料中試產業化基地可稱為光明新材料中試產業化基地可稱為「「工工
業上樓業上樓」」的優化版的優化版。。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林海暉介紹絢圖的產品展示廳。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攝

◆張明東表示，中試階段
在新材料研發過程中

具有關鍵作用。
李望賢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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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科技的柔
性印刷電子技術在國
內外均處於領先地位。

香港文匯報
深圳傳真

張明東所在的中試產業化基地，由國際知名的新材料專
家、海歸高端人才林海暉等技術及產業專家和光明區

相關部門倡議建設。林海暉博士先後在太陽化學、邁圖高新
材料集團、星鉑聯等全球頂級材料巨頭擔任負責技術的核
心職務，對新材料中試在產業發展中的重要性深有體會。

大企才有實力設中試車間
一個成熟產品必須擁有高可靠性、高穩定性、高性價比，

這三個指標都要通過中試去驗證。林海暉指出，一項技術從
實驗室研發出來，僅僅是產業化路上的20%歷程，另外60%
的歷程在中試階段，這個階段要左承技術、右接客戶需求。最
後20%的歷程在於根據客戶的需求進行改善。
林海暉指出，新材料中試前很少在市面上出現，是因為通常只
有500強這類大企業或者細分領域的龍頭才有實力在內部設置中試車
間。林海暉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在全球最大油墨與有機顏料企業太陽化學
擔任中試車間主任。「在這些企業中，中試車間的崗位對人才的要求是最
高的，既要懂得新技術，又要懂得客戶的需求和應用。」

打通技術局限和客戶需求
他坦言，有時候實驗室研發的一些最新材料合成路徑，到了中試環節要全
部推倒重來。「例如實驗室發現通過A材料和B材料可以產生C材料，但價格
可能要1,000元一公斤，成本太高根本沒法賣，那就只能改，想方設法把成本
降到100元一公斤。中試實際上要打通原始技術的局限和客戶的性價比上限要
求。」
2013年，在美國事業如日中天的林海暉歸國創業，落地深圳。2014年他創

立了深圳絢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憑借過往的產業化經驗，短短數年便從
建設研發中心、中試車間到建廠擴廠，全面打通了從實驗到中試再到大生產
的產業化路徑，實現了快速的發展。
林海暉認為，在國內創業可以更近距離接觸到應用端，且國內還沒有出現

像杜邦與美國陶氏這樣的超大材料企業，這才有了中小企業和創業企業生存
的空間。而打通研發中試生產，正是新材料領域的初創企業獲得飛速發展的
成功要素。
不過，目前國內能針對行業需求配備相應條件的中試基地很少，在科技創
新蓬勃發展的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對中試產業基地的需求格外旺盛。

基地五臟俱全如迷你工廠
界面科技中試車間位於新材料中試產業化基地11樓，共有5個實驗室和1個
中試生產車間，約20名工作人員在忙碌着。該公司在2022年4月創立，並在
韶關設有生產基地。目前，採用全球領先的水性環保材料印刷的柔性電路板
產品已上線生產、供應市場，同時馬不停蹄地進行產品迭代設計和開發。
「研發、工程、品質，生產、市場、售後……基地裏每一個崗位都不可或

缺，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裏就是一個迷你工廠，中試、打樣及小批量訂單
在這裏都可直接完成。」張明東指着印刷的電子標籤自豪地說，「別小看這
個小小的標籤，裏面涉及的都是全球頂級的技術，包括納米微包覆技術、增
材製造技術、芯片技術等，而且全部可實現國產化，由於在關鍵材料、技術
工藝及生產設備上的突破，我們的柔性印刷電子技術在國內外均處於領先地
位，並得到全球頭部企業的認可。」

在光明新材料中試產業化基地16樓，是林海暉的中試基地——絢
圖色彩設計中心所在樓層。穿過最新研發的絢麗色彩彩虹隧道，便是

產品展示廳，從車漆到文具、小家電、日化產品包裝，各種樣品琳琅滿
目。「前面是色彩設計中心，後面是材料實現產品基地，可以進行噴塗注

塑。」正是有了中試基地，像絢圖這樣的新材料中小企業有了接待行業龍頭
客戶的底氣。

目前絢圖新材料的主要產品有水性金屬顏料、免噴塗注塑金屬顏料和銀包銅複合導
電顆粒。其中，水性金屬顏料、免噴塗注塑金屬顏料已經實現了產業化，銀包銅複合導電

顆粒則是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產業化的「銀包銅」技術。
通過採用世界上最頂端的包覆技術「納米微包覆技術」，將彩色鋁顏料與塑料粒子按一定比

例摻混，以吹塑、擠塑或注塑工藝，可以給塑料製品帶來絢麗的金屬質感效果，這些材料已經
走出實驗室，運用於汽車製造、小家電製造以及高端包裝等領域。

林海暉表示，在中試基地，有別於實驗室，商務氛圍已經十分濃厚，「在這裏，我們的材料
已經可以落實為有性價比的產品，與客戶相見，這是最重要的。中試是我們實驗室與最終給客
戶交互的大生產中間的必經之路。」

位於深圳光明馬田街道薯田埔路的光明新
材料中試產業化基地，佔地積 0.95 萬平方
米，玻璃幕牆外表如寫字樓。走進大廈，立
見超高的樓層、多台客貨電梯和配備卸貨平
台，每層樓還配備設備吊裝平台，種種細節
凸顯了這裏作為專業工業廠房的獨特。「這
裏的樓面承重至少達到每平方米750公斤，可
以說是工業上樓的標準廠房。」在林海暉看
來，作為新材料中試基地，這裏需要的硬件
條件更高，可稱為「工業上樓」的優化版。

廢氣排放設施要求高
中試基地需要開展各種不同的試驗，反覆
進行技術指標和規模化生產的模擬驗

證，這對基地的廢氣、廢水和固廢
處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
地專門配備了廢水和廢氣環
保處理設施，污水處理量
每日50噸，集中廢氣處
理環保設施可處理酸
性、鹼性、粉塵、有
機4種廢氣，每種廢
氣每小時處理能力
為 10 萬立方米。
林海暉認為，這
些指標對於新材
料企業的中試環
節特別重要，對
基地的運營及內部

管理方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舉例，在一棟樓內10多家企業共用一個
通風管，如果某一家輸送風的壓力比較大，
如果廢氣排放設施不完善則有可能出現倒灌
問題，對其他各樓層企業都會造成空氣污
染，因此，排放設施需要考慮壓力梯級等因
素。

安監管理需優化規範
作為深圳市人大代表，張明東表示：「新
材料中試產業化基地的建成是深圳的一次創
新之舉，這類專業園區在內地尚屬新概念、
新事物，新技術產業化中試階段的重要性仍
未得到社會層面的普遍重視，即使在深圳，
對中試基地這個創新專業化園區的管理也需
不斷優化、摸索經驗，要成為先行示範的成
功案例仍有很多問題亟待政策指引和解決，
「例如環保、安監等部門的管理，是否可以
進一步優化？是否有更完善的管理規範和方
式方法？」
此外，張明東表示，新材料屬於戰略性新
興產業，是國之重器，投入大、周期長、風
險高，在這個長賽道上，有着「五年一小
成、十年一大成、十五年甚至更長才能培育
出一個行業龍頭企業」的規律，科技創新是
從0到1，而科技成果產業化則是從1到N。
他建議對在國內外具有領先創新技術成果、
但尚未形成一定市場規模的企業，在政策上
更有針對性地加大扶持力度。

國務院月前印發《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
提出河套深圳園區三大定位之一為粵港澳大灣區中試轉化集聚區，並
明確要聯動深圳光明科學城，着力為科學城原始創新提供國際化科研
環境和平台，持續輸出創新經驗成果，推動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相互
促進、相得益彰。
在林海暉看來，香港4所在全球排名100以內的高校，其基礎研究的
原創技術很有吸引力，但是要推動技術的產業化，中試是無法繞開的
關鍵。「如果一項技術從實驗室出來就直接到大生產，把大生產當成
中試，失敗一次兩次這個項目也就結束了。」他認為，理想的範式
是香港原創、河套中試，最後走向內地和海外市場。
針對河套打造中試轉化集聚區，他認為，河套主力發展的幾
大領域中，新材料、生物醫藥和大型光電設備都非常需要中
試。「新材料、生物醫藥都特別需要驗證產品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而光電設備在實驗室測試的參數，放大有可能產生
天差地別的變化，也需要驗證。」根據規劃，河套在建設
中試轉化基地方面，主要面向新一代信息技術、先進生物
醫藥技術創新應用等，他認為，中試需要一定的空間，通
常要在1,000至3,000平方米左右，河套土地面積有限，
需要考慮往高處建，或者和光明科學城聯動，在河套建
立虛擬辦公室，把真正的中試放在光明。「現時光明的中
試產業基地探索的經驗也可以為河套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