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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设站 

单位名称 
南京创源天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规模 大型 是否公益性企业 否 

企业信用 

情况 
良好 上年度研发经费投入（万） 4000.44 

专职研发 

人员(人) 
110 其中 

博士 0 硕士 13 

高级职称 2 中级职称 2 

市、县级科技创新平台情况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需提供证明材料） 

平台名称 平台类别、级别 批准单位 获批时间 

无 无 无 无 

    

    

    

    

可获得优先支持情况 

（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及以上企业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企业技术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人文社科基地等，需提供证明材料） 

平台名称 平台类别、级别 批准单位 获批时间 

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省级 江苏省科技厅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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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设站单位与高校已有的合作基础（分条目列出，限 1000 字以内。其中，联合承担

的纵向和横向项目或合作成果限填近三年具有代表性的 3 项，需填写项目名称、批准单

位、获批时间、项目内容、取得的成果等内容，并提供证明材料） 

 

1、 项目名称：2020 年江苏省科技副总 

批准单位：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财政厅 

获批时间：2020 年 4 月 

项目内容： 

1、 技术支持：负责公司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各类项目技术支持，结合所在领域的专业技术知

识协助企业解决动力系统方面存在的市场卡脖子问题，对技术进行指导进行工艺研究优化

工艺设计，为公司客户开发及产品订单交付提供技术支持与保障。 

2、 科技项目研发：开展动力系统的能源消耗与回收和电池充放电及电机驱动制动的协同控制

研究，提升动力系统能效效率。 

3、 技术讲座：不定期开展相关技术讲座。 

4、 知识产权优化建设：帮助企业完善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建立相对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规章

制度。 

5、 推动产学研合作，为企业拓展高校关系，搭建信息交流平台，深化合作，寻找可进行成果转

化的合作项目。 

6、 引进中国矿业大学的青年人才作为科技副总，参与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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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站条件保障情况 

1.人员保障条件（包括能指导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的专业技术或管理专家等情况） 

南京创源天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拥有一支由专家、博士、硕士为技术领头人的 100 余人的技术团

队，集中了国内优秀的研究、试验队伍和先进的技术成果，每位研究生进站后会为其配置联盟企业导

师，其中一名为具有较强工程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另外一名为具有较强理论基础的博士或硕士。此外，

公司会专门成立研究生指导小组，为每位在站研究生制定合理的培养研究计划。指导小组会定期组织

报告会，以了解在站研究生的科研进度。研究生工作站定期通过对在站研究生的技术培训，提高学生

的整体技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帮助学生完成从理论学习到技术实践的良好过渡。主要专家如下： 

 

2.工作保障条件（如科研设施、实践场地等情况） 

南京创源天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位于高淳区永城路 6 号，主要新能源汽车动力

电池、BMS、电机电控、线束、充电桩的研发；产品品种齐全，质量可靠，产品畅销国内市场，远销

海外市场。与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研究院企进行合作，秉承科技创造价值的理念，将研发

（R&D）定位为企业创新的中心，并且基于对市场需求的理解，与整体的业务模式和有效的运营整合

在一起。重视科技产品的过程监测与控制。公司拥有电动振动台、动力电池组工矿模拟测试系统、动

力电池快速温变环境仓、动力锂电池组能量回馈充放电测试系统、盐雾实验设备、动力电池针刺挤压

一体机、电芯充放电测试机、集成控制平台、模组充放电机、电芯充放电机、冷热一体水冷机组等先

进的仪器仪表和平台。 

 

3.生活保障条件（包括为进站研究生提供生活、交通、通讯等补助及食宿条件等情况） 

遵守《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进站研究生管理办法》规定，加强研究生学习、研发和安全等日

常教育管理。企业为进站的全日制研究生提供宿舍和科研津贴，津贴发放标准为：硕士研究生每月

1000 元、博士研究生每月 2000 元，病假、事假、旷工期间按天扣发。企业提供午餐和其他工作补贴，

如高温费，营养费等。 

 

4.研究生进站培养计划和方案（限 800 字以内） 

为保障企业研究生工作站的有效运行，企业研究生工作站作为研究生培养的新模式，有效解决了

研究生实践环节的落实问题，随着企业研究工作的量的增大，其人才培养质量越来越成为高企关注的

重点。构建科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内部保障体系是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工程： 

1. 成立管理委员会，强化组织管理； 

2. 健全管理条例，强化制度保障； 

3. 实行项目任务驱动，强化项目考核； 

4. 实施“双导师”指导，强化导师责任； 

5. 严肃纪律和考勤，强化过程管理； 

6. 丰富学生文体生活，强化思想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