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加快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发挥中国科学院作为科技国家队的支撑引领作用，中国科学院、浙江省人民政府、

宁波市人民政府三方领导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于2004年4月20日共同签署了共建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

所（简称宁波材料所）协议书。由此，实现了浙江省内中科院系统研究所“零”的突破，拉开了宁波材料所建设的序幕。

创立以来，宁波材料所紧密结合国际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需求，围绕“材料研究”，先后布局了材料技

术、先进制造、新能源与生物医学工程4大领域。经过十几年努力，逐渐形成了材料应用链、科研技术链、人才培养引进

链相辅相成、“三链融通”的科学布局，成为新材料及相关领域的重要研究基地和技术提供者。

宁波材料所牢记作为“国家队”“国家人”，必须心系“国家事”、肩抗“国家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两加快一努力”目标要求，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主动对接国

家重大需求，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并在“高性能碳纤维与复合材料”、“海洋服役环境功能防护材料及重大工程

应用”、“高性能磁性材料与精密驱动技术”和“大尺寸单晶金刚石合成与应用”等重点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为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供了重大支撑。至2020年12月底，共承担了各类科研项目4600多项。累计发表论文6000多

篇；累计申请专利4500多件，授权专利2200多件，连续七年入选全国研究机构专利十强。2019年成为浙江省首家通过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认证的科研机构。

宁波材料所通过实施一系列有效的人才引进培养计划和措施，从全球引进高层次人才300多人，培养了一批青年科技

人才，组建了一支创新能力强、能承担高集成度研发活动的创新团队。目前全所员工1200多人，其中院士3人、杰青7

人。截止2020年12月获得各类人才计划支持超过800人次，其中省部级及以上超过500人次，2020年获批“科技部海外

引才引智示范基地”（浙江省唯一）。拥有6个研究生学位授予点、2个博士后流动站，在学研究生近1600人。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建立了公共测试、专业研发、工程化、先进制造等四大类支撑平

台，拥有近7亿元的先进科研装备；建成中科院磁性材料与器件重点实

验室、中科院海洋新材料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碳纤维制备技术国家

工程实验室、稀土永磁材料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等省部级以上各

类平台近30个。

与企业开展了多元合作，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初步打

通成果转化通道。目前，与国内1000多家企业和全球240多个知名机

构开展了广泛合作，实现了石墨烯基重防腐涂料、大尺寸单晶金刚石、

非晶软磁带材、神经康复机器人、弹性电子传感及其器件、智能全向移

动机器人等52项重大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并成功入选2017年国家第

二批“双创”示范基地。

面向未来，宁波材料所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院党组各

项重大决策部署，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以“四个率先”和“两加快一

努力”为统领，恪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定位，紧紧抓住新时期发

展战略机遇，聚焦主责主业，以重大战略性产出为目标，把精锐力量整合集结到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来，着力构建学科方

向明晰的“前瞻基础-工程化技术-系统集成技术”创新链，努力建设具有一流人才队伍、一流学科方向、一流政策环境、一流成果

产出、一流科研创新平台、一流自我发展能力的新型科研机构，努力在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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