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是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第一辆军用摩托车、第一辆轮式拖拉机、第一枚
海防导弹的诞生地。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发展的身影一直伴随着加速推进工
业化的脚步。尤为可喜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西制造”迈向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呈现出结构更“新”、质量更“优”、模式更“绿”的喜人景象。

书写“江西制造”的荣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铜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
重要产业。1978 年，国家批复
成立江西铜基地，高起点引进中
国第一套闪速熔炼系统，中国现
代铜工业由此起航。

阴极铜产量全国第一、销售
收入铜行业第一……伴随国家
经济发展，当年的江西铜基地，
今天的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实现了由“江西的江铜”到“中国
的江铜”，再到“世界的江铜”的
辉煌嬗变历程。

资料显示，1978年，中国铜
冶炼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无
法跟上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需
求，且与国际水平差距明显。

1978年，国家作出大规模建
设江西铜基地的决定，建设我国
第一个闪速炼铜工厂——贵溪冶
炼厂，为中国现代铜工业发展打
下第一块基石。

1985 年，中国首个现代化
铜基地建立，改变了我国落后的
铜工业面貌，使我国铜工业与世
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一举缩短40
年，从此开启了我国铜冶炼行业
快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

在一个个“第一”背后，江铜
探索出“引进—消化—吸收—创
新—输出”的发展模式，形成世
界领先的冶炼技术和矿山开发
技术。

据统计，与投产时相比，江
铜矿产铜年产量增长 13 倍，总
资产从成立之初的 3.3 亿元增
加 到 目 前 的 1278 亿 元 ，增 长
387 倍；多年跻身世界 500 强，
产品、贸易、资本遍及全球。

在江铜等国内大型企业集
团带动下，中国铜工业得到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铜消费量连续数
年超过千万吨，铜产量逐年攀
升，预计今年将再创新高，达到
885万吨。

40 余年来，江铜把自身融
入国家民族发展的伟大征程中，
爬坡过坎，乘势而为。

上世纪 90 年代，江铜大胆
引入期货运作机制，实现实体经
济和虚拟经济“两条腿”走路，被
中国证监会评为“国有企业套期
保值的旗帜和典范”。

江铜还率先开启国际化品
牌培育，成为国内唯一一家阴极
铜、黄金、白银三大产品全部在

伦敦注册，拿到“国际通行证”的
企业。

面对行业深度洗牌的困境，
江铜积极深化改革，于 2008 年
实现整体上市，2017 年完成公
司制改制，为打造更广阔的融资
平台，谋取国际竞争主动权创造
条件……

在江铜的示范带动下，中国
其他铜企纷纷走出国门注册品
牌，为国际化经营创造了更多条
件。利用套期保值降低风险，助
推企业发展，业已成为国内同行
的通行做法。

加速发展，江铜义不容辞。
贵溪冶炼厂厂区，生产指挥中心
实时分析生产数据，无人行车智
能分配作业任务，员工“刷脸”秒
进生产区……传统的炼铜技术
正被逐渐颠覆。

“智慧铜业”的推进，正让
江铜这个老牌国企焕发出新气
象。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使
江铜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服务化迈进，江铜创
造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体制机
制、创新平台、利益分享等条
件，加大创新研发和成果转化
力度，研发出多款配套5G的高
端铜箔产品及其他铜加工产
品。今天，“江铜造”正为推动
美好生活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追求
效率更高、供给更有效、更绿色
可持续的增长。”江西铜业集团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龙子平表
示，江铜争做中国绿色矿山、绿
色冶炼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每年
投入环保设施的运行费用超过
16亿元。到 2020 年底，江铜力
争所属矿山、冶炼和加工企业全
部达到国家级绿色矿山（工厂）
建设标准。

去年以来，江铜频频出手：
成立非洲矿业公司筹备组，实施
国际产能合作，成立江铜华东

（浙江铜材）有限公司，收购国兴
铜业 65%股权，收购恒邦股份
29.99%股权……

“有担当才有未来。江铜既
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参与者，也是
受益者。未来，在履行国家使
命、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需要
上，相信江铜还有更大作为。”龙
子平表示。

为了中国铜工业的振兴
——江西铜业集团改革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通讯员 曾 芳

1954年7月，中国航空工业
的创建者们在南昌市将新中国
第一架飞机——初教五飞机送
上了蓝天。从此，这片红土地便
与航空产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年起飞的跑道如今已难
觅踪迹，但在南昌市高新区一
隅，一座规划面积 25平方公里，
集航空产业产品及相关产业研
发与制造、航空博览、旅游、教
育、运动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城
区——南昌航空城正加速崛起。

位于南昌航空城的中航工
业洪都集团，前身为南昌飞机制
造公司，是我国“一五”时期 156
项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我的祖
父辈、父辈在这里创造了‘试制
成功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等 10
个‘第一’，K8、L15 等飞机也从
他们手中送上了祖国的蓝天、飞
出了国门。”今年 29岁的李然是

一名“洪三代”，主要负责 C919
前机身的部件装配工作。他说，

“航空报国”已成为终身信仰。
李然的信仰，寄托和承载着

江西人的“航空梦”。“作为新中
国航空工业的摇篮，江西要在新
时代再树航空制造的江西新贡
献，形成更大的航空制造优势。”
江西省工信厅厅长杨贵平介绍，
经过一代代人的接力拼搏，目
前，江西航空制造业规模位居全
国前四，拥有两家国家布局的航
空总装厂和两家“国字号”飞机
设计研究所、65 家航空企事业
单位，是全国教练机、直升机研
制生产核心基地，也是我国唯一
同时拥有旋翼机和固定翼飞机
研发生产能力的省份。

从“空中明星”猎鹰 L15 高
级教练机，到飞越世界屋脊的大
型民用直升机AC313，再到可与

国际先进武装直升机媲美的“树
梢杀手”直 10……这些航空“明
星”都打着“江西制造”烙印。从
2014年的390亿元到2018年的
863 亿元，江西航空产业主营业
务收入保持了年均 20％以上的
增速，并已形成较强的航空产品
总体设计、试验验证、先进制造
和总装能力。

在江西省，全国首个省局共
建的民航适航审定中心成立；全
国首个低空空域管理暨通航飞
行服务院士工作站落户；获国内
首张无人机航空运营许可证；国
内首个航空发动机学院等在筹
建和试点当中……

“江西正抢抓机遇，推动以
制造为主的航空产业格局，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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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体系升级。”杨贵平说。

7 月 12 日，2019 世界半导体照明
产业发展论坛在南昌举行，65 岁的诺
贝尔奖得主中村修二，与 56 岁的国家
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得主江风益首次握
手，被业界称之为“日本蓝光之父”与

“中国硅基之父”的历史性会面。全球
半导体照明三大技术路线，这两个人
的发明占其二。

时光追溯到 15 年前，作为国家重
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LED 产业
方兴未艾。我国90%以上的LED生产
企业均在跟踪模仿国外的技术，产品
同质化严重，挣扎在中低端照明市场。

“一定要做真正的中国芯片，让
中国芯点亮世界。”在南昌大学一间
40 平方米的实验室里，江风益暗下决
心。2004 年，江风益团队开发出硅衬

底 GaN 基 LED 材 料 与 器 件 技 术 ；
2006 年，以硅基 LED 技术为依托的
晶能光电（江西）公司成立；2012 年，
成功突破新一代硅衬底大功率 LED
芯片技术；目前，晶能光电已申请并
拿到专利 200 多项，奠定了全球 LED
技术的三足鼎立之势……江西硅衬
底 LED 技术研发成功及其产业化，成
为我国 LED 产业从中国制造发展到
中国创造的缩影。

围绕这一世界级技术，江西补链、
延链、强链，提出建设“南昌光谷”，打
造LED“世界级产业”。目前已形成以
南昌为核心，以吉安、宜春等市区为重
点集聚群的产业格局，初步构建起完
整产业体系和产业链。全省拥有包括
晶能光电等一批龙头企业在内的半导

体照明应用产品生产及配套企业 200
余家，形成 LED 外延片 300 万平方英
寸、芯片 400 亿锂、LED 照明光源 1.2
亿支的生产能力。今年1到6月份，全
省半导体照明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92亿元，同比增长27.47%。

“目前，我们正积极致力于产业持
续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硅基半
导体照明国家工程中心落户南昌，第
一个国家地方固态光源联合工程中
心也在南昌组建。此外，江西还建立
了硅衬底半导体照明制造业创新中
心，着力解决制约产业发展关键共性
技术，并积极创建国家级制造业创新
中心，确保硅衬底 LED 技术全球领先
地位。”江西省工信厅副厅长王亦斌介
绍说。

2016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江西时强调，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财
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一定要保护
好，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文章，
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
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

让江西经济的“绿”底色更加鲜
亮，是江西制造承载的使命，肩负的担
当。在红谷滩新区新城投大厦一楼的
VR体验厅，市民每周五到周日都可预
约体验各种 VR 技术应用。2016 年 2
月，南昌市抢抓 VR 产业起步机遇，在
全球首个开展了城市级虚拟现实产业
布局。3 年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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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R 全产业

链，成为全国VR产业集聚发展高地。
新一代移动物联网的兴起，让鹰

潭这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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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江西全省基本实现增强机器类
通信全域覆盖，网络建设领跑全国。

南昌湾里区江中药谷的中药液体
生产车间是江中集团建设的亚洲第一
条全自动化中药液体生产线，也是近
年来江西中医药企业改造装备技术、
补足创新短板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江西省提出建设“国内领先、世界知

名”中医药强省目标，正加快建设国内
领先、世界一流的中医药科创城。

结构更“新”、质量更“优”、模式更
“绿”，是时下江西制造呈现出的喜人
景象。2018 年，全省全部工业增加值
8113 亿元、增长 8.7%；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8.9%,列全国第8位。

“作为国家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
江西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殷殷嘱
托，既打破传统路径依赖、狠抓生态环
境保护不放松，又善于闯出新路、下大
力气培育发展新动能，培育壮大绿色
产业，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
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积极争创绿色发
展新优势。”江西省委书记刘奇说。

追 逐 航 空 梦

研 制“ 中 国 芯 ”

呵 护“ 江 西 绿 ”

上图 江西赣州青峰药谷龙头企业青峰药业注

射液生产线。 （资料图片）

右图 江铜集团德兴铜矿露采作业区。

（资料图片）

上图 晶能光电硅衬底 GaN

外延生产车间。 郭 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