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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广州11月11日电 （记者荆淮侨 孙少龙）
第12届中国航空航天国际博览会11日下午闭幕，航展上

签订了逾569个项目价值超过212亿美元的各种合同、协议
及合作意向，成交了239架各种型号的飞机。

中国航展组委会11日发布信息显示，在为期6天的展会
里，共有来自 43 个国家和地区的 770 家厂商参展，还有近
200个军政贸易代表团参观，专业观众近15万人次，普通观
众约30万人次。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航展室内展览面积超过 10 万平方
米，室外展览面积近 40 万平方米，参展的国内外各型飞机
146架。

在参展商中，国外展商数量达350家，比上届增加了30
家，境外展商比例为45％。包括波音、空客在内的大飞机制
造厂商，以及公务及直升机厂商、航空发动机厂商和航空系统
集成厂商齐聚珠海航展，实现了航空产业链全覆盖。

广西北海三面环海，海洋为北海注
入了强劲发展动力。近年来，北海市依
托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临港经济，以港口
为依托建立起电子信息、新材料、石油
化工等多位一体现代产业格局，走出了
一条开放创新的“向海经济”发展之路。

初冬之际，记者来到铁山港码头，
只见码头上整齐堆放着各式集装箱：有
的正在卸货，有的忙着装货上船。车辆
不断穿梭，忙而不乱。北海港总经理助
理李浦业告诉记者，这里 10 年之前还
是一片荒凉的滩涂。如今，铁山港正分
3期实施建设深水码头工程，建设泊位
20个，设计综合通过能力8800万吨。

北海市工业园区生产的无数电子产
品经铁山港出海，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北海工业
园区的中电产业园内，冠捷显示科技北海
基地一片繁忙，流水线上的显示器组装、

检验和包装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该厂产品主要出口，约六成
销往东盟国家。这样的企业在北海不止
一家，优越的产业政策和扶持措施使得北
海形成了工业产业聚合。

记者在广西惠科精密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光学车间看到，一块玻璃基板经
过十多种特殊加工工艺，制作成广泛用
于电脑、手机、手表和汽车上的玻璃钢
盖板。“广西惠科精密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一期项目为移动智能终端产业集群
项目，已于今年8月底全面投入使用。”
惠科集团总裁助理王成兵告诉记者，继
去年在北海投资建设西南地区最大的
移动智能终端产业集群项目后，今年6
月，惠科集团又投资540亿元建设光电
显示智能终端产业新城项目，两个项目
将在未来5年到6年为广西和北海新增
3 个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千亿元产业集

群，形成移动智能终端和高端智能显示
两个全产业链。

2017 年，北海工业园区完成规模
以上工业产值870.79亿元，其中规模以
上电子制造业产值841.17亿元，完成工
业增加值 166.54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157.63亿元，园区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已
占广西电子信息制造业总产值约三分
之一。在其带动下，2009 年至 2017
年，北海市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年均增
长44.14%，真正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
到强的华丽蜕变，迅速成长为“南宁-北
海-钦州-防城港”电子信息核心产业
带的中坚力量，成为广西产业经济发展
的新亮点。

从昔日农渔业为主的落后边陲小
城，发展到充满生机活力的创新型开放
城市，北海靠的是海。据统计，“十二
五”以来，北海海洋经济发展迅猛，增速

比全国平均增速高一倍。2017 年，北
海实现海洋生产总值517亿元，占全市
地区生产总值的48%；主要海洋产业实
现增加值250亿元，占广西的37.5%，总
量排广西第一位。

8月9日，《北海市向海经济发展规
划》在北京通过专家评审，为北海进一
步全面发展海洋经济确立了方向。“未
来，我们还将做大做强海洋优势产业，
构建现代向海经济体系。”北海市委书
记王乃学说，北海将按照“强龙头、补链
条、聚集群”的思路，发展壮大石油化
工、临港新材料、林纸一体化、粮油加工
产业，争取形成4个至5个千亿规模的
临港产业集群。同时，北海还将依托工
业园区、高新区、出口加工区、海洋产业
园区、合浦工业园区等产业园区，以电
子信息、海洋科技产业为龙头，打造高
新技术产业集群。

11 月 14 日至 18 日，第二
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
易会将在深圳如期举行。本届
高交会以“坚持新发展理念·推
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聚焦全
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各项先进技
术，展示人工智能、互联网+、
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产品，
引领全球创新产业新风向。

二十年风雨兼程。1999
年首届高交会有 4000 多个项
目登上交易台，到 2017 年第
十九届高交会时，展示的高新
技术项目已达10020项。高交
会已经成为目前中国规模最
大、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类展
会，成为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对
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最富实效
的高新技术成果交易平台，成
为名副其实的高新技术领域的

“行业风向标”“技术风向标”
“创新风向标”。

汇集“黑科技”的大舞台

二十年来，无数高新技术
产品登上高交会的舞台，成为
人们生活方式的颠覆者。二十
年前，当人们还只能通过手机
短信与电话进行远程交流沟通
时，一款网络聊天软件QQ走
进高交会，带领人们走向网络
聊天时代；二十年前，人工智
能仿佛是一场痴人说梦的臆
想，2009 年高交会上智能机
器人正式亮相，到如今扫地机
器人、服务机器人、炒菜机器
人等新技术产品层出不穷，已
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二十年
前，人们还在为可视电话欣喜
不已，2016年头戴式VR设备
在高交会上引发热潮，如今一台VR设备就可带人们在现实
与幻想间遨游。

当这些“黑科技”逐渐变为现实走进人们生活的同时，
一批批国家级重点科技攻关计划、“863计划”、星火计划、
火炬计划等上百个前沿科技项目也顺利走上产业化之路，并
打入国际市场，成为影响世界科技进程的丰碑。2000 年，
从高交会走出的转基因抗虫棉项目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
个拥有该技术知识产权的国家，也使中国成为世界级的优质
棉花原料提供地；2012年高交会中，博奥生物公司推出的
国内首张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芯片，实际解决了国内遗传疾
病筛查的难题；2015年高交会上，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
究所带来了我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放疗设备
——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使我国成为国际上第四个实现
了重离子治疗的国家。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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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航展签约超200亿美元
成交飞机239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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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海 ：“ 向 海 经 济 ”乘 风 起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陈自林 本报记者 韩秉志

今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60 年来，在党中央亲切关怀
下，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
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本报今起
推出“辉煌60年·壮美新广西”栏目，
报道 6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富民兴桂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
广西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生动实践，以及
各族干部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的
精神风貌。

右图 这是广西北海市冠头岭附
近的建筑物（9月25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周 华摄

开 栏 的 话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正在蓬勃兴起，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变道
超车”“换车超车”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
遇。地处内陆腹地的江西，发展先天条
件并不占优。然而，近年来江西经济发
展持续飘红，工业增速连续4 年保持中
部第一，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稳居全国“第
一方阵”，呈现新经济蓬勃发展、新旧动
能加快转换、企业发展提质增效的可喜
局面。近期，经济日报记者深入江西各
地，探寻江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后
的动因。

面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成
长的窗口期，江西紧盯世界
产业发展前沿，抢占新兴产
业发展制高点，实现产业从
“跟跑”到“领跑”

2018世界VR产业大会日前在江西
南昌落幕，刷爆江西人朋友圈的不仅有
最前沿的VR技术、最知名的产业大咖，
更有对江西未来发展前景的美好期许，
彰显江西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坚定信心。

2016年2月，南昌市抢抓VR产业起
步机遇，在全球第一个开展了城市级虚
拟现实产业布局。两年来，南昌在全国率
先打造VR云中心等4大中心、VR标准
平台等4大平台，基本形成了集研发、设
计、应用、投资等为一体的VR全产业链，
正成为全国VR产业集聚发展的高地。

布局 VR 产业，是江西抢抓新一轮
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风口”下的一招先

手好棋。江西省委书记刘奇认为，全球
创新版图和经济结构正在重构，我国经
济加快转型升级，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蓬勃发展，而且基本处在同一
起步线上，为江西发挥资源、区位、生态
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实现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谁抓住了
机遇，谁就将率先起跑、领跑，从而实现
跨越式发展。”

新一代移动物联网的兴起，让鹰潭
这座因铜设市的传统工业小市站上了新
一轮信息产业的潮头。抢抓产业发展

“窗口期”，鹰潭市短短两年就实现了城

市移动物联网络、平台、应用、产业在国
内的“四个领先”，并获批成为国家新型
工业化产业（移动物联网）示范基地。从
鹰潭起步，移动物联产业在江西方兴未
艾。目前，江西共部署NB-IoT基站4.1
万个，NB-IoT 连接数达到 28 万个，全
省基本实现NB-IoT、eMTC（增强机器
类通信）全域覆盖，网络建设领跑全国，
集聚了国内160多家移动物联网企业，
打造出“物联江西”。

为了抢抓通航产业发展新机遇，江
西仅用7个月时间就高质量建成了瑶湖
机场，将作为中国商飞的大飞机核心试

飞基地，在年内承担C919试飞任务，成
为江西承接国家航空产业发展的新引
擎。目前，以制造为核心、航空运营为主
干、航空服务为支撑的现代航空产业体
系正在江西加速形成。近 3 年，江西航
空产业主营业务收入每年都保持 20%
至30%的高速增长。

见势早、动作快、措施足，成为江西
布局新经济、发展新产业的显著特点。
针对电子信息、航空、生物医药、新能源、
新材料、移动物联网等新兴产业，江西实
施“一产一策”，分行业细化目标，大力推
进产业规模、龙头企业和产业基地倍增
发展。今年前三季度，全省战略性新兴
产 业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增 加 值 均 增 长
11.6%，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2.6个百
分点。

面对新一轮产业分工和
全球资源再优化再配置，江
西围绕产业链加快布局创新
链，推动产业向“微笑曲线”
两端延伸

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已经形成了
沿海城市产业规模成熟，并逐步延伸到
内陆地区的产业格局。对于这场产业转
移的浪潮，江西选择性地盯准了移动终
端、数字视听、LED3 大细分产业领域，
展现出强大的竞争优势，2017年全省电
子信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2000
亿元，成为江西增速最快的产业之一。

（下转第二版）

下好先手棋 抢占制高点

江西新经济跑出“加速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10月22日，位于新余市高新区的亚洲富士长林电梯有限公司无人操作生产线
上，自动化机械手臂正在对层门进行打孔作业。 罗柳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