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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明确提

出，到 2020 年，我国将建成一

批产业链完善、创新能力强、特

色鲜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政策出台以后，各地

都加快了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步伐。

集群化、规模化是现代产业发展重要趋势。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和人才队伍

作支撑，这就决定了在产业发展初期，必须“集中力量

办大事”，走集群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才能把有限资

源聚集在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发挥出最大效用。

反观传统产业的发展经验和路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

抢抓先机，发挥其辐射和带动作用，也必须全力摆脱传统产

业单打独斗的发展路径，通过打造产业集群，使战略性新兴

产业所蕴含的创新动力和自我升级动力得到充分释放。

不过，在各地掀起的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浪

潮中，也出现了一些隐忧。一些地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缺乏大企业、大集团的带动，产业链不长、集群规

模过小；过分强调生产和研发基地建设，忽略市场培

育；集群发展定位不明确，过分追求发展速度。

这种追求面面俱到、“别人有的我也得有”的“撒胡

椒面”式的发展，不仅不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

发展，也容易让新兴产业走上传统产业部分行业产能严

重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老路。

因此，要科学合理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避

免“撒胡椒面”式的发展，要不断优化资源布局，打造

满足现代产业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效益化发展需

求的空间构架，在产业规划中注重产业配套，避免一哄

而起、急于求成。同时，要明确产业集群的功能定位，

避免一味追求速度，忽视了集群发展的厚度；注重创新

环境的建设；建立“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

系和创新激励机制，促进集群内的创新成果迅速产业化。

产业集聚区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集
聚工业资源、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工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许
多地方都把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作为重要抓手。几年
间，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犹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早在 2010 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就依托已有的产业基
础，将其定位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区”，着力构建战略性
新 兴 产 业 集 群 。 2012 年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又 推 出 了 两 个

“1000 亿元”投资计划，把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作为重要发
展方向，提出到 2016 年末，浦东将建成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
主导区，实现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产业产值分别达
4500 亿元、1400 亿元、700 亿元。

专家指出，集群化、规模化是现代产业发展的规律性标
志与趋势，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力量，具有资源能耗低、发展潜力大、综合效益好、辐射能
力强等特点，必须坚持走集群化、规模化的发展模式。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武汉、成都、深圳、西安等地在培
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也十分重视集群化、规模化，并
逐步形成了产业特色鲜明、产业链完善、创新能力突出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这对于促进资金、人员、技术及信息等
资源的相互交换、融合、补充产生了积极作用，也促进了产
业集群内部的企业分散创新风险、降低创业成本，促进了区
域经济的合理布局，避免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从本质上看，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技术与产业发展的
深度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关键是核心技术的深入
研发与科技成果产业化。在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过程
中，创新已经成为产业集群扩容升级的主引擎。

记者在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的中国（南京）软件谷采访
时，有关负责人感慨地说：“创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永
恒主题，没有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就会失去发展的根基，打
造产业集群更是无从谈起。”

据介绍，中国（南京）软件谷正是依靠不断加大创新要素
投入和人才培养，集聚了 340 多家软件企业，形成通信软件、
软件外包和信息服务三大特色产业集群。去年 1 月至 11 月，
南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营收入同比增长 19%，大大高于传
统产业增幅，其中软件产业增长 36%、智能电网产业增长
31%、生物医药产业增长 26%。

记者了解到，一些地区在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过程
中，还通过大力引进海内外创新型人才，建设孵化器等载体，
加速打造产业集群，突破了产业技术瓶颈、引领新兴产业快速
发展。

如今，不少地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涌现出了大量的
创新成果，具备了相当规模和竞争力，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
要增长点。一些地方通过引进新兴产业、“嫁接”改造传统产
业，扭转了传统支柱产业单一的局面，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渐成
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逐渐凸
显出来。

产业集群蓬勃兴起

“ 撒 胡 椒 面 ”

没 有 竞 争 优 势
林火灿

创新驱动成主引擎创新驱动成主引擎

本报讯 记者刘瑾报道：昔日在陆地上随
风而动的港城风电，如今开始在海上“叱咤
风云”。近日，由国电联合动力技术 （连云
港） 有限公司自主设计研发的 6 兆瓦海上风
力发电机组在山东潍坊风场顺利并网发电，
这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机组成功迈入“6.0”
时代。

目前，连云港市拥有国电动力、中复连
众、天顺塔架、重山风力等一批风电龙头企
业，形成以风电主机、叶片、塔架为主的风
电产业链条。在国际风电市场萎缩的今天，
该市风电企业纷纷掘金国内市场，确保企业
发展。此次并网发电的 6 兆瓦海上风电装机
是由国电动力自主研发的大功率风电机组，
是目前国内单机功率最大的风力发电机组。
在技术上，该机组采用紧凑结构形式，有效
减轻机组的整体重量。同时，该机型还具有
独自变桨功能的控制系统，这种系统可以有
效降低大兆瓦风机承受的不均匀载荷，从而
更好地适应电网要求。

此外，该机组相配套的 66.5 米长风电叶
片也由国电联合动力技术 （连云港） 有限公
司自主研发。其开创了风电装备制造的先
河，为目前国内最长，扫风面积最大。其叶
片的风能直径达到 136 米，扫风面积相当于 2
个标准足球场面积。在叶片材料选择上，该
机组叶片并没有选择传统的玻璃钢，而是使
用了高强高模碳纤维复合材料。这种独特的
设计创新了国内叶片制作工艺，提高了机组
的生产效率，降低了机组载荷，填补了国内
大型叶片自主制造的行业空白。

中国海上风电机组

成功迈入“6.0”时代

本报讯 记者童娜报道：配套设施不足是
制约新能源汽车推广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比亚
迪在配套及技术方面，不断积极探索，成功开发
出双向逆变式充放电技术。在近日举办的比亚
迪世界级技术解析会上，比亚迪深度详解了这
一技术以及遥控驾驶、DMⅡ代三大世界级技
术，并预告了绿净、绿混、电控四驱三大新技
术。目前双向逆变式充放电技术已经在国内申
请了 42项技术专利。

比亚迪双向逆变式充放电技术革新了现有
各类外置式充电设备，综合直流充电功率大和
交流充电便捷性优势，直接集成于电机控制器，
实现交流大功率充电。就像将整个充电柜缩小
放进车里，省略充电站的建设，直接用交流电给
电动车大功率充电。比亚迪希望借此技术，使
得电动车充电不用依赖专业充电站，让充电投
资几乎为零，有效突破充电站带来的占地空间
大、成本高、不利普及等缺点。通过这一技术，
新能源车直接使用当地交流电充电，不受充电
标准约束，让充电过程变得非常简单。

比亚迪推广双向逆变式

充放电技术

本版编辑 杨国民 童 娜

制图 高 妍

本报讯 记者刘瑾报道：21 日，国际互
联网技术标准组织——万维网联盟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全球第四家总部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揭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万维网联盟北航
总部负责人怀进鹏院士表示，万维网联盟中国
总部的落成，为中国相关产业融入 Web 国际
标准生态系统搭建了平台，希望以此作为契
机，与全球产业界、学术界、标准化组织及开
发者社区共同构建开放万维网平台，推动
Web技术和产业的发展。

万 维 网 联 盟 首 席 商 务 官 Alan Bird 表
示，中国已经成为 W3C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北航作为第四家总部机构进一步加强合
作，对于中国 Web 相关行业参与国际化标准
制定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万维网联盟（北航）总部

揭牌成立

本报讯 记者刘瑾报道：由合肥合锻机床
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研发的系列高速液压机，
其速度为目前国内先进快速液压机的 2 倍以
上，满足了高速冲压的需要，并顺利出口到澳
大利亚。

合锻公司在成功研制数控机床专项课题
要求的样机产品基础上，进一步针对不同用户
工艺需求，开发压力分级、闭环控制、冗余监
控、远程诊断、自动化等多项核心智能制造技
术，与同类液压机相比具有装机功率小，节能
等特点。近日合锻开发的一台高速液压机出
口澳大利亚，并顺利通过了客户的验收，实现
了国产高速液压机出口发达国家的重大突破。

高速液压机是高强度钢板生产所必需的
专用设备。我国目前使用的为数不多的几条
高速液压机生产线全部为进口产品。通过数
控机床专项中高速液压机的成功开发，已打
破了发达国家在该领域的垄断地位。

高速液压机研发取得突破

并实现出口

合理规划产业集群
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关系到我国在国际产业竞争

中的位置和国际产业链条中的等级，关系到我国在未来世界
经济格局的地位。

“十二五”期间，各地也明确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
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例如，广东省提出以高
端新型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照明三大产业为突破
口，到 2015年形成 3个至 5个产业链较完整、产值超千亿元的
新兴产业集群。重庆市提出，在“十二五”期间，要基本建成国
内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和离岸数据处理中心，同时打
造通信设备、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十大产业集群。

不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中，也暴露出了
一些问题。专家指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具备的自主

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跟风打造产业集群，导致产业链低端环
节重复建设、部分领域产能过剩，这等于使战略性新兴产业走
回传统产业的老路。

专家建议，各地在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应尽力避
免“跟风”和“一拥而上”，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空间布
局；加强核心技术的研究与应用，避免走“重规模扩张，轻技术
创新”的老路，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核心提示：日前，中关村管委会发布了《中关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创新引领工程》，确定打造下一代互联网产业集群等六大产业集群，并
将加大扶持力度，力争到2015年六大优势产业集群的总收入超过1.6万亿元，成为首都创新驱动发展的支柱和引擎。

中关村这一“大手笔”，也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快发展的缩影。自2010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决定》以来，许多地方已经打造并形成一批上千亿元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增强了产业竞争力，成为地方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力地带动
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走进华电集团山东莱州公司，各种花草和树木长势喜
人，很有特色的建筑错落有致地镶嵌其中，乳白色的锅炉钢
架、蓝白相间的烟囱格外雄伟。和传统火电厂的周围灰蒙蒙
的天，大大的烟囱排放着黑黑的烟完全不同。

这里是我国首家智能化电厂。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总经理
云公民介绍，这个电厂是一个高度智能化的创新型发电项
目，按照智能化和生态电厂的理念，百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
采用三维数字化设计运营，单机容量最大，设计煤耗全国领
先，项目不占耕地资源和淡水资源，废水零排放。

走进电厂运行控制中心,记者看到项目采用了原本核电
设计才用的全三维立体化工程设计,这是全国第一个全寿期
三维数字化智能火电厂。全寿期三维数字化电厂，就是通过
三维设计，将电厂物理实体与数字模型完美结合，从设计到
退役全生命周期均做到三维化、可视化和在线管控。在设计
安装阶段，三维立体数字化技术就发挥了“威力”，在实际

工作中累计解决 206 处设计碰撞。在目前的运营中，记者看
到，经由控制中心大屏幕即可操控整个电厂运行,一旦电厂
部件老化或发生故障,系统可在第一时间报警。

“这项技术对生产的辅助作用非常强大，有助于拆分
各系统、建筑和设备，详细查找每一个阀门的材质甚至内
部结构，尤其是隐蔽工程、电气查线、设备备品，不需翻
大量的图纸，只要一台笔记本电脑即可。”工程技术人员
告诉记者。

为实现管理的精益、高效，公司从改善环境、提高效率
出发，推行了全厂弱电一体化，建立以计算机通信、网络技
术为平台，对全厂会议、一卡通、闭路电视及安防系统实现
了空间智能化管理。目前，莱州发电公司员工 376 人，人均
劳动生产率居华电集团首位。

华电莱州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凤亮介绍，智能化电站
的最大优点在于可以实现一键启动、无人值守。

目前华电集团已在东南沿海规划建设句容、江门等智能化
电厂。未来10年，智能电网加上这种智能化电站的规模化应
用开发，将推动我国发电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

据了解，华电莱州电厂一期工程建设 2 台 1050 千瓦国
产超超临界燃煤机组,目前已并网发电。计划总投资 300 亿
元,建设装机总容量为 800 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在科技的支
撑下，电厂各项指标均居世界领先水平，同时，在这里我们
还发现，火电厂内居然还有一个水电站。原来,为了充分利
用火电机组循环水的排放能量,华电莱州电厂通过技术攻关,
投资近 2000 万元将循环水排水口改为水轮发电机房,安装
了两台 800 千瓦小型水轮发电机,每年可多发电 880 万千瓦
时,接入低压厂用电系统,可供 1600台办公空调同时运行,相
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 2400吨。

这里，真正成为了一家“高效、节能、清洁、环保”的
景观式电厂。

首家智能化电厂什么样
本报记者 黄晓芳 通讯员 王 玮

图①：2011年 8月 19日，在苏州生物纳米科技园，吉玛

基因公司实验员在检查维护仪器。 沈 鹏摄 （新华社发）
图②：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思模教

授 （左） 和研发人员杨国正对公司自主设计研发的 500 千

瓦光伏并网逆变器进行研发调试。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图③：2012 年 2 月 21 日，重庆恒通电动客车公司的

技术人员在检测快速充电客车的线路。

新华社记者 李 健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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