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滨海高新区不断完善产业生态——

产 业 集 群 握 指 成 拳
本报记者 武自然

走进天津滨海高新区，人们会惊叹
于天津“科技小巨人”企业的创新步
伐，被一个个创新亮点所吸引。

天津滨海高新区是 1991 年经国务
院批准成立的首批国家级高新区之一，
是首批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也是中组
部、国务院国资委牵头建设的中国 4 个
未来科技城之一。2014 年 12 月，经国
务院批复同意，天津滨海高新区正式获
批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标志着天津
滨海高新区迈进国家创新战略的第一
梯队。

多年来，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保持
高速增长，经济增速及增量连续 4 年在
天津排名第一，在全市发展中的战略支
撑地位进一步凸显和强化，区域辐射
力、吸引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与此同
时，高新区打造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 创 新 型 产 业 集 群 ， 产 业 生 态 不 断
完善。

新能源产业集聚

天津滨海高新区始终瞄准产业
前沿趋势，新能源、节能环保产业快
速发展，集聚效应明显

天津滨海高新区不断加快创新步
伐，已经成为天津市创新资源最为丰
富、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最多、经济增
长最具活力的重要区域。高新区始终瞄
准产业前沿趋势，新能源、节能环保产
业快速发展，集聚效应明显。

国能新能源汽车2015年6月在天津
滨海高新区落户，该项目依托萨博汽车
技术平台，致力于突破长期困扰我国新
能源汽车行业的技术瓶颈。这家公司以
研发生产纯电动汽车和增程式电动汽车
为主攻目标，这意味着中国新能源汽车
领域有望实现“弯道超车”，打造出一
个世界级品牌。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是天津
滨海高新区自主培育的高新技术企业，
拥有全国唯一的国家级锂离子动力电池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我国锂离子动力
电池“第一梯队”中的重要企业之一，
动力电池生产规模全国第二，市场份额
全球前五。此外，高新区还在全力打造
以力神电池、波士顿电池和汇安汇电池
隔膜为核心的动力电池产业链，以及以
协鑫集团为核心的充电桩等配套设施产
业链。

坐落在天津滨海高新区的天津中环
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主导产品半导体区
熔硅单晶是制作各类电力电子器件的主
体功能性材料，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
发展潜力。目前，中环股份生产的区熔
硅单晶产量居全球第三，国内市场占有
率超过80%。

中节能智能玻显项目由中国节能环
保集团公司旗下中节能新材料投资有限
公司与韩国吉斯马特股份公司合作进
行，该项目将在高新区未来科技城内建
设新型 LED 智能玻璃研发及产业化基
地。新型 LED 智能玻璃可以将城市亮

化与建筑物外围护结构完美结合，目前
产品拥有国际发明专利 5 项，居国际同
类产品领先水平。

信息产业潜力巨大

顺应信息产业发展趋势，天津
滨海高新区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作为创新突破的重要抓手

高新区聚集了天津市70%的软件企
业和 53%的系统集成企业，形成了云计
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优势产业链，
产业年均增长率超过 60%。2015 年，
高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
达到 420 亿元，同比增长 25%，占天津
市比重超过50%，为全市信息产业提供
了重要支持，发展潜力巨大。

天津曙光计算机产业有限公司研发
的曙光“星云”计算机曾在第 35 届全
球超级计算机“TOP500”中排名全球
第二，并且连续 4 年位居中国高性能计
算机市场总份额第一。曙光产业基地落
户天津滨海高新区后，高新区从政策扶
持、人才支撑等方面提供了广阔空间。

天 津 飞 腾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的
FT-1500A系列微处理器在核高基重大
专项支持下自主设计研发，于 2015 年
初发布。其采用国际先进的 28nm 工艺
流片，具有高性能、低功耗等特点，关
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
目前已在一些地方的信息化系统和工业
控 制 领 域 实 现 应 用 ， 为 “ 中 国 制 造

2025”打下坚实基础。
在天津滨海高新区，天津麒麟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于今
年 6 月揭牌。该工作站由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倪光南，中国
工程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院长廖湘科及其专家团队组成。记者了
解 到 ， 天 津 麒 麟 已 研 发 出 面 向 飞 腾
1500A 的麒麟操作系统 V4 新版本、麒
麟自主可控安全云平台等衍生产品，成
为 国 产 操 作 系 统 的 领 军 企 业 。 截 至
2015 年 6 月，“国家电网智能调度控制
系统”建设项目累计部署麒麟服务器操
作系统已超过15000套。

天津滨海高新区工委书记倪祥玉告
诉记者，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创新最
活跃、带动力最强、渗透性最广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抢占未
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先机的战略制高点。
天津滨海高新区顺应全球信息产业发展
趋势，把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作为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重要抓手。

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

在天津滨海高新区，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集群正加速成形，成为国
内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新名片

装备制造是制造业的脊梁，高端装
备更是“国之重器”。在天津滨海高新
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正加速成
形 ， 成 为 国 内 高 端 装 备 制 造 业 的 新

名片。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是

中国最主要的空间技术及其产品研制
基地，是中国空间事业的骨干力量，
主要从事空间技术开发、航天器研
制、空间领域对外技术交流与合作、
航天技术应用等业务。40 余年来，航
天五院先后成功研制并发射了包括我
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神舟系列飞
船和我国首颗月球探测器在内的百余
个不同类型的航天器。

航天五院天津滨海高新区产业基
地占地面积 1043 亩。记者采访获悉，
产业基地主要开展以大型航天器总装
集成测试实验中心 （AIT） 为核心的载
人航天三期工程、探月三期工程、对
地观测领域、通信卫星领域四大领域
的重大航天项目。基地总规划建筑面
积 83 万平方米，总投资规模 100 亿
元，全部项目投产后，总产值预计将
达 120 亿元。大型航天器 AIT 中心总
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其中的KM8
空间环境模拟器作为 AIT 中心的主要
设备，直径 17 米、高 35 米，将成为亚
洲最大、世界第三的空间环境模拟
器。目前，AIT 中心项目已全部建成
并投入使用。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十一研究院
是我国最早建成的空气动力研究试验
基地，主要从事飞行器空气动力综合
技术研究，开发研制各种飞行器气动
外形优化设计平台。研究院承担过包
括“神舟”系列飞船在内的我国几乎
所有航天型号的气动研究试验任务，
为我国航天航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在天津滨海高新区未来科技城，
航天十一院特种飞行器研发产业基地占
地面积 170 亩，总规划建筑面积 5.6 万
平方米，总投资约4.16亿元，主要开展
先进无人机系统及其配套设备的设计、
研发及制造。该项目将充分利用研究院
总部空气动力技术优势，开展以“彩
虹”系列无人机系统为代表的多种无人
机的设计研制工作，并建有我国第一个
特种飞行器总体技术设计部。项目全部
建成后，将成为集研发、设计、测试和
批量生产为一体的国内一流的特种飞行
器产业基地。

自推出“科技型中小企业扶持计
划”“小巨人企业成长计划”以来，天
津滨海高新区已经成为天津市科技型中
小企业的发源地和聚集地。截至今年第
一季度，高新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
8143 家 ， 数 量 位 居 天 津 市 各 区 县 第
一，其中销售收入亿元以上的科技小巨
人企业达到336家。

天津滨海高新区培育科技小巨人的
成功经验也成为天津市的区域发展战
略。天津市全面实施“科技小巨人成长
计划”，“小巨人”叫响天津，而天津滨
海高新区无疑是其中的领跑者。

“十三五”期间，天津滨海高新区
将围绕建设天津国家自主示范区这一核
心任务，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到 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实
现 3700 亿元，工业总产值突破 6000 亿
元，在“产业高端、排放趋零”的前提
下，实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创新中
心的定位。

山东淄博引导企业组建技术创新联盟，集智创新——

灰色垃圾变身绿色材料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闫盛霆

“北漂几年了，一直感觉
自己是他乡的游子。如果能
在家乡学到创业相关知识，
并有平台能让我有机会把创
意展现出来，我当然更愿意
留在家乡。”河北大学毕业生
韩强告诉记者，“了解到双创
基地的情况后，我立刻决定
与双创基地签约入驻，回乡
创业”。

韩强提到的双创基地全
名为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双
创基地，是一个学创联合平
台。“双创基地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总建筑面积 30 万
平方米，是京津冀首座集约
化一站式教育综合体，目前
一期已经有 800 多户入驻。
SOHO式办公、创业胶囊、智
能教室群等平台空间吸引了
不少有志创业创新之士。”双
创基地负责人王铮说。

步入一间创业胶囊，靠
墙的一排工位可以容纳 6 人
同时工作。16 平方米的创
业胶囊里，有开放式的简单
厨台区域，把衣柜放倒后就
是一张沙发床，可供 3 口之
家日常简单居住。双创基地
有这样的创业胶囊几千个，
莲池区政府为创业者免费提
供其中的800个。在创业胶
囊旁边配套的是占地25平方米的智能化教室，可供入
驻的中小企业进行各类讨论和对外交流。

王铮介绍，基地采用新式孵化模式，将教育培训与
创业创新有机结合，打造学创研用贯通平台，提供从教
育培训到创业孵化全周期解决方案，构建“从留住人才
到培养新人才”的创业生态链条。“二期建成后，我们可
以向入驻的创业者免费提供政策服务、知识产权、法律
咨询、科技金融等各类服务和管理提升、技术指导、创
新营销、电商培训等课程培训。”王铮说。

多位创业者告诉记者，双创基地首创集约化智能
教室群，可以分时段约课共用教室，周末与工作日不同
行业错峰共享，有效减少了资源浪费，降低了创业门
槛。“数千家创业型企业胶囊式浓缩在一个平台，每个
几十平方米的空间都能拥有完备的配套设施，实现了
教室、办公、会展等全方位服务，提高效率、降低使用成
本。”王铮说。

莲池区地处保定市区核心区域，有高校 12 所，科
教文化资源丰富。利用这一优势，该区积极构筑创新
创业“暖巢”，先后出台《关于打造河北“中关村”的实施
意见》《莲池区创业孵化基地认定和管理方案》等文件，
吸引各类创新人才扎根。

莲池区委书记姬琳表示，推进创新创业，载体建设
是核心关键。莲池区积极引导社会力量，着力建设创
新型孵化载体，打造创业空间：实施“腾笼换鸟”工程，
确定了 76 个改造提升项目；围绕打造最优发展环境，
设立各项扶持奖励资金和融资保证金，携手金融机构
先后为众多中小科技型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建成莲池
区“创业会客厅”，为创新创业主体提供全程无忧服务。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搭建学创联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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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金亮

本报讯 记者倪伟龄报道：突破欧美垄断封锁，产
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蓝宝石衬底；取得航空航
天领域重大突破的3D打印钛合金零部件；蝉联世界食
品品质评鉴会金奖的母乳化婴幼儿奶粉研制与产业化
项目；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核电核岛主设备超大型锻
件⋯⋯这些为黑龙江科技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企业及
项目，在日前召开的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大会上，荣获

“黑龙江省‘十二五’科技成果产业化突出贡献奖”，每
个项目奖励100万元。

本次科技创新大会集中展示了“十二五”以来黑龙
江省取得的重大标志性创新成果，充分体现了黑龙江
科技创新活力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潜能。黑龙江省委
书记王宪魁表示，科技创新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根本
引领、新常态下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驱动和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当前，黑龙江正处于发展
动能转换的关键期，要深刻认识科技创新对振兴发展
的重大意义，充分释放科技创新的澎湃动力，推动龙江
振兴发展“动车组”全速前进。

黑龙江省省长陆昊表示，要结合中央对地方政府
抓科技创新的定位，大力推动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既
要重视技术先进性分析，又要重视市场竞争分析和投
入产出分析，努力把各种创新要素变成产业活动。

举行科技创新大会

黑龙江重奖高新技术成果

本报讯 记者刘兴、通讯员陈志堂报道：上饶市广
丰区是江西省传统劳务输出重要县区，每年有约30万
人外出务工。近年来，当地农民工返乡创业潮兴起，广
丰区通过出台扶持政策、搭建创业平台、引来金融“活
水”、创新服务模式等方式，鼓励农民工创业，着力推动
当地由“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迈进。

金融支持方面，上饶市银监分局指导广丰金融行
业推出相关业务，邮储银行广丰区支行成立专门的推
进工作领导小组，并通过举办推介会、沙龙等形式，广
泛宣传农户小额贷款、再就业贷款和“财政惠农信贷
通”贷款等业务。同时，通过主动上门服务和减少申办
手续等措施，金融服务效率大大提高。

此外，广丰区还通过设立农民学院，加大对返乡农
民工的培训力度，并成立首个农民创业联盟，提高创业
的成功率。这些举措都有力推动了当地创业创新良好
局面的形成。

江西广丰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

左图 天津滨海高

新区外景。

本报记者 武自然摄

下图 天津滨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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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这
就好比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但
味道不一样，相互交换一下，各自就尝到
了不同的味道。”山东和悦生态新材料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显国对于淄博
市搭建技术创新联盟、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有着自己的理解。

围绕粉煤灰的高效利用，淄博市引导
这条产业链上的热电、建材、炼钢等 22 家
企业结成“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创新联盟”，
设立公共研发平台，用风险共担、成果共
享的捆绑方式，一起攻关。短短 2 年时
间，和悦生态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依
靠创新联盟技术优势的融合，一跃进入到
新型环保“自保温墙体”行业的领军行列。

淄博市是一个老工业城市，每年要烧
掉 4500 万吨煤炭，由此带来近 800 万吨
的粉煤灰，由于缺乏关键应用技术，它一
般被用来铺路筑基，其“身价”等同于垃

圾。粉煤灰的主要成分是硅酸铝和铁粉，
如果用于生产建筑陶瓷和炼钢，附加值能
提高 100 多倍，但提取工艺却是世界性难
题。为了变废为宝，让灰色垃圾成为绿色
产业的原材料，从事建陶生产的山东维统
科技有限公司已经探索了 4 年。与此同
时，和悦生态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
十几家淄博当地企业也在苦苦探寻粉煤
灰综合利用的破解之道，但各自为战的科
研攻关模式，满足不了大项目研发对高投
入和雄厚技术力量的要求。

“每失败一次我们就挂一个标本在上
面，一共失败了 2000 多次，我们意识到，
在科技攻关上，尤其面对世界性难题时，
靠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几乎是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维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袁
国梁指着墙上挂着的大大小小的陶瓷碎
片告诉记者，淄博市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创
新联盟让袁国梁走出了研发停滞不前的
窘境。

为推动资源综合利用领域的快速发
展，淄博引导相关领域的企业，联合澳大
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山

东理工大学等众多科研院校，共同组建了
技术创新联盟。联盟成立后，集体投入
2.6 亿元研发资金，最终攻克粉煤灰利用
难题，成果的转化让大家共同受益。从粉
煤灰里分离提取的原料，企业留下自身生
产所需后，其他部分卖给产业链上下游的
企业。

如今，粉煤灰的70%被用在建陶生产
上，20%拿来炼钢，剩余部分则被送进了
建筑砌块的生产车间，粉煤灰被彻底“吃
干榨尽”。与传统工艺相比，用粉煤灰当
原料，工艺上节水 80%，节约燃料等能耗
20%，综合成本能降低 20%以上。高科技

“点石成金”，不仅使粉煤灰“身价倍增”，
也有助于增强瓷砖韧度和强度。

“创新联盟的技术优势让我们如虎添
翼。”袁国梁自豪地说，如今，维统科技有
限公司手中已握有 4 项国际发明专利使
用权和 6 项国家专利，成功攻克粉煤灰综
合利用制造新型建材产品的国际技术难
题，被列为“国家资源综合利用先进适用
技术示范工程”，成为目前全球唯一一家
拥有粉煤灰综合利用制造新型建材产品

核心专利技术的制造企业。
“目前，全国每年产生 5 亿吨粉煤

灰。按照全国 5000 条生产线计算，粉煤
灰综合利用生产新型建材产品每年就可
以消耗 2.1 亿吨粉煤灰，这也就意味着每
年可以为国家节约2.1亿吨生产建陶的传
统矿产资源。”对于企业的发展前景，袁国
梁充满信心。

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创新联盟的集智
创新，转化成一个个落地的创新成果，而
产业链的融合又让成果转化效益倍增。
李显国介绍，他们将投资约 4 亿元，在淄
博市淄川区建设 5 条生产线和一个研发
中心，可年产 150 万立方米瓷粉蒸压加气
自保温砌块或 80 万立方米瓷粉蒸压加气
轻质板材，预计年销售收入近 7 亿元，其
中，位于双杨镇的第一条生产线的各项指
标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在淄博，像这样的技术创新联盟还有
25 个，吸引 300 多家企业参与，当地政府
用 1 亿元引导资金投向平台建设和对重
大项目的支持上，累计带动企业科研投入
161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