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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被称为数控机床“心脏”的电主轴领

域仅 10 余年，昊志机电已替代了 95%以上的

进口产品；瑞松科技为广汽丰田“量身定制”

的自动化焊装生产线，52 秒下线一台车，10

秒完成不同车型的切换……近日，记者走访

广州市智能装备产业上中下游多家企业，窥

见了一个世界级智能装备产业集群的雏形。

没有密布的外资品牌竞争，坐拥广阔的

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市场，广州智能装备产业

集群有其鲜明特色——自主品牌在产业链全

链条上蓬勃生长。

2020 年，广州市牵头联合深圳、佛山、东

莞打造的智能装备产业集群，在国家先进制

造业集群竞赛决赛中胜出。“通过实施集群强

链、创新引领、融合赋能等举措，广州正与湾

区城市紧密协同，培育世界级智能装备产业

集群。”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总经济师陈键

华说。

克服“先天不足”

“先天不足、后天培育、满天星斗、韧

性极强，这是整个广东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的

特点。”广东省广深佛莞智能装备产业集群

促进机构负责人吴智恒告诉记者，“改革开

放前，广东装备产业规模和体量都很小；上

世纪 80 年代，健力宝等食品饮料产业带动

了食品包装机械的发展；上世纪 90 年代，

电风扇等小家电产业带动了塑料机械的发

展。正是制造业的蓬勃发展，让广东装备涌

现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

业，形成以自主品牌为特色的智能装备产业

链。广东智能装备集群呈现出类似‘银河

系’的星群结构特征，带动广东装备行业规

模和体量发展在全国领先。”

集群要迈向世界一流，如何克服产业链

条的“先天不足”？陈键华说：“近年来，广州

市聚焦产业链强链补链，强化政策支撑，一方

面加大骨干企业培育力度，另一方面推动一

批优质项目落地，逐步构筑起了较为完整的

智能装备产业链，支撑和辐射着广州 2 万亿

元乃至广东14万亿元工业生产体系。”

经过精心培育，广州 3000余家智能装备

企业已形成齐全的产业链条，实现产值近

1400 亿元。其中既不乏广州数控等上游数

控机床与关键零部件领域的龙头，又拥有巨

轮等一大批中游工业机器人领域的自主品

牌；在下游细分领域系统集成方面，更培育了

明珞、瑞松等一批在焊接、装配、喷涂等制造

各环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的企业。近期，广

州引入精雕、新松两大龙头企业，在数控机

床、工业机器人关键环节补链，进一步提升了

产业链韧性。

培育产业链条

汽车是广州三大支柱产业之一。走进广

州开发区内的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刘尔彬向记者介绍为汽车行业各大客

户定制的智能制造生产线：为自主品牌广汽

乘用车打造的地板总成自动化生产线，首次

实现了全生产线无人化生产；为广汽新能源

打造的车身柔性智能焊装生产线，成功打破

国际巨头在该领域的技术封锁……凭借领先

的汽车智能装备技术实力，瑞松已接到广汽

丰田、广汽本田、比亚迪等众多知名品牌抛出

的橄榄枝。

距离瑞松智能科技公司仅半小时车程的

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是瑞松上游核心零

部件供应商之一。在企业展厅，记者看到很

多高精密核心功能部件产品。“我们的电主轴

产品是高端数控机床的核心部件，目前产销

量全球第一；自主研发的高端机器人核心部

件减速器同样也替代进口产品，在珠三角地

区汽车、3C电子等制造领域大显身手。”昊志

机电董事、执行副总裁雷群说。

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群，正是这样深植

于珠三角地区发达制造业的广阔应用场景

中，不断生长、延伸着产业链条。

抓住机遇，“链”动未来。陈键华告诉记

者，珠三角地区的智能装备产业链已不可分

割。广州牵头联合深圳、佛山、东莞等市，正

以产业链条构筑为主线，协同打造广深佛莞

智能装备万亿元级产业集群。目前，四地上

下游产业链高效协同、错位发展效果显著。

实现首台（套）突破

走访集群内每家企业，都有一些装备的

故事令记者赞叹。

2017年，美国一家塑料用品企业前往博创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后，很快订购了

一套“注塑无人化高速生产线”。这是我国塑

料机械行业首次将此类生产线出口到美国佛

罗里达州。这家垄断沃尔玛塑料收纳箱的大

客户换上该生产线后，减少了 95%的工人，实

现了多种容器的高速、柔性化生产。“原来120

秒生产一个储物箱，现在 32秒就搞定了。”博

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康建说。

2018 年，广汽本田导入了瑞松科技开发

的地板自动化生产线。原有生产线的手工焊

接、涂胶模式被淘汰，由机器人附加视觉智能

技术实现自动搬运、自动涂胶、智能检测、自

动焊接，并可灵活切换 8种不同车型生产，不

仅使产出效率和工厂作业环境大幅提升，更

满足了对品控的严格要求。

这些厉害的装备有一个共同的标签：首

台（套）。

世界级的产业集群不能被“卡脖子”。如

何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记者了解

到，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扶持政策成为广

州激发企业创新动能的一大亮点。

“首台（套）是首次突破国际国内先进技

术指标的装备，往往面临推广难。”陈键华

说。2018 年起，广州在落实国家、省首台

（套）政策的同时，启动了市级扶持政策。一

方面对试用装备产生损失的用户提供保险补

偿；另一方面对首台（套）装备按套、台、件的

销售价格给予最高 50%的推广奖励。截至

2020 年，广州共有 136 个项目获得各级财政

扶持资金超5亿元。

2002 年，昊志机电刚进入被称为数控机

床“心脏”的电主轴领域时，国内市场的电主

轴几乎全靠进口；而今，昊志机电的电主轴产

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我们已把

95%以上的进口产品替代掉，扭转了高端数

控机床电主轴受制于人的局面。”雷群说。

“通过直接竞争，很多外国对手被我们逼

出局。”雷群说，有一款电主轴产品，早期欧洲

企业售价近6万元。当昊志做出样品，其价格

降到2.8万元；等昊志开

始批量生产，已降到 1.8

万元；后因利润太低，该

企业只好退出。最终，昊志这款售价1万元左

右的电主轴，获得了国内外客户的认可。

在政策激励下，广州智能装备企业积极

投身创新产品研制并推广应用。近 3 年，广

州获得省、市补贴的 44家企业的首台（套）装

备累计销售额达48亿元。

“如今，珠三角地区制造业用户对本土自

主品牌的首台（套）产品越来越有信心。很多

下游用户主动找上门与装备企业联合创新，

开拓新的应用场景。”陈键华表示，在广州，已

有一大批掌握自主核心技术、专注细分领域

的隐形冠军企业脱颖而出，为集群提升核心

竞争力、走向世界提供了有力支撑。

广州实施集群强链、创新引领、融合赋能等举措——

培育世界级智能装备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郑 杨

迈向“世界级”，是一场没有退路的

硬仗。

随手拧开一瓶怡宝矿泉水，你可能很

难想象：手里的瓶盖是用全球顶级的注塑

装备做的。为啥要用这么高端的设备生产

“低端”的瓶盖？因为它利润极低，生产效

率必须特别高。如果连小小瓶盖都掌控不

了，何谈制造体系的未来竞争力？

“现在就看中国装备能不能撑得住。”

订单爆满、利润大增、市场占有率骤升，企

业家们却普遍清醒冷静。正如博创智能

装备股份有限董事长朱康建所说，机遇空

前，压力也空前。疫情席卷全球，国外装

备一时买不到了，国产装备迎来切入全球

产业链的契机。但疫情过后，市场蛋糕能

否留得住？那就要看国产装备能否抓住

机遇，迅速跃向“世界级”。

今天，智能装备行业新技术、新场景

层出不穷，深入这个集群会发现，打造核

心竞争力还是要靠“基本功”，最终胜出

的，永远是那些肯沉下心一点点攻克核心

技术、磨砺品质的企业。而只有产业链上

下游每一个环节都有企业将技术和品质

做到极致，国产智能装备才能彻底避免被

“卡脖子”。

广州智能装备集群崛起带来一个重

要启示：破除对别人的迷信，才能建立

对自己的信心。据预测，3 年后全球工

业机器人保有量将超过 400 万台，其中

三分之一以上在中国。依托中国制造业

庞大的智能化升级需求，在国家产业政

策扶持下，智能装备企业应有充足底

气，瞄准全产业链需求寻找突破口，在

全球高端市场占领一片天地。

这是机遇期，也是洗牌期。憋口气，

撑过去，“中国智造”必将迎来海阔天空。

将技术和品质做到极致
郑 杨

湖南省临澧县用其特有的石灰石岩头培

育出了一个“全国特色产业小镇”——新安钙

质新材料小镇，让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

告别了“开山凿石卖岩头”的历史，走上了产

业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近日，记者探访澧阳平原西部的临澧县

胡家湾矿区，这里盛产石灰石。2018年，临澧

县委、县政府整合 100 多家“土围子”，以规划

为龙头，以技术为支撑，以资源为保障，以特

色产业为主体，打造了新安钙质新材料小

镇。2019 年，胡家湾矿区普通建筑用灰岩矿

采矿权通过公开招拍挂进行出让，中国建材

集团南方水泥旗下的南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以 4.9亿元的价格成功摘牌，这是湖南省第

一宗成功出让的大型砂石矿采矿权。“我们整

合了当地115家‘土围子’小碎石厂，由央企控

股，走混合股份制之路，成立了临澧南方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走上了集约化规模化智能

化经营之路。”临澧南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丕明说。

“建设钙质新材料小镇，最关键的问题是

要破解生态修复的大难题，也就是要在陡坡

岩石上栽花种草。不解决生态修复问题，我

们就不建设钙质新材料小镇。”新安镇党委书

记唐骏说。

“我们从绿色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生态保

护修复工作，主动申请把小镇列为长江中下

游石灰石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修复试验站，

建设长江中下游绿色矿山。”临澧县政协主席

高建平说。

“修复工程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安徽理工大学等进行科技攻关设

计。”新安镇政府产业办主任熊清平说，遵循

“边坡稳定，立体植被搭配，四季常青，景观优

美”的原则，从 2019年 9月开始，在 28352平方

米的陡坡岩石上，开展了土壤基质重构、植被

恢复、配套工程 3 大类 10 小类的生态恢复工

程，从数十种植物中筛选试验出 12 种适合陡

坡岩石种植的植物，种植各类灌木 53273 株，

散播花草种子 2663.64 公斤，垂直复绿区域

16898.41 平方米，平台复绿区域 9737.97 平

方米。

这促进了小镇企业走绿色化、智能化的

创新发展之路。在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生

产厂区，公司办公室主任金宝指着生产区说，

小镇建设让企业受益匪浅，绿色发展使企业

发展步入快车道。2008 年，中国建材行业大

型骨干企业北京金隅集团进驻龙凤山下。目

前项目总投资达 7.5亿元，公司是湖南省同行

业唯一超低排放企业，也是唯一一家国家级

绿色矿山。

“岩头上栽种灌木林这项颠覆性

技术的创新，让企业尝到了绿色发

展、技术创新的甜头，南方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决定在小镇里建绿色建材循环产

业链园，院士工作站也将在今年 5 月挂牌运

转。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带来的是颠覆性的产

品创新，南方新材料正由单纯的骨料生产企

业向骨料、水泥、商混、纳米钙、高钙石五大类

全产业链转型升级，真正把一块石头榨干取

尽，把石头卖出黄金价。”张丕明说。

如今，总规划面积 3.48 平方公里的新安

钙质新材料小镇依托周边丰富的非金属矿产

资源，形成了以钙质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

为主体的企业聚集区：新材料小镇 34 家企业

中，钙质新材料企业16家、商贸物流配套企业

12 家、机械设备配套企业 6 家。小镇特色产

业 2020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18.3 亿元，实现税

收 2.55亿元，占新安镇工业税收的 91.07%，占

全县工业税收的63.75%。

新安钙质新材料小镇已成为新安镇产

业融合发展的引擎。走进与之相距几公里

的新安镇，这里消费活跃、市场繁荣。如今，

新 安 镇 这 个 澧 水 中 下 游 只 有 5.2 万 人 的

小 镇，已成为湖南省 7 个“全国千强镇”中唯

一一个不处长株潭周边、不邻市区城区的全

国强镇。

新安钙质新材料小镇打生态牌
本报记者 刘 麟 谢 瑶

本报天津讯（记者商瑞 通讯员刘
晓艳）日前，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

目——人工智能专项项目在天津大学

启动。项目依托天津市海河教育园区智

能公交平台和联通5G边缘云技术，围绕

智能车辆、智慧道路、人机交互和车云协

同等核心技术，组织天津市高校开展跨

学校多学科协同创新。

项目负责人、天津大学无人驾驶汽

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谢辉说，本次人工

智能专项是基于路网协同的智能化应用

场景，突出了综合性、全域性的特点，围

绕“海陆空一体”的智能化应用场景开展

研究攻关。同时，这也是一次产研教的

通力合作。

2020 年，由海河教育园区管委会与

天津大学联合建设的 28 公里智能网联

公路正式启用。道路上建有路口感知、

智能灯控、智慧站台等基础设施，实现基

于 20 个智慧路口和 10 个智慧站点全路

程的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能力。

中国联通天津分公司副总经理王其

宏表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加快 5G

网络规模化部署，推广升级千兆光纤网

络，构建基于 5G 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

态。天津联通正通过校企合作模式，将

联通的技术优势应用到场景中，探索新

的领域和市场。

据悉，人工智能专项科技成果将应

用于智慧校园、智慧园区的安保、交通等

多个场景，更可服务于应急搜寻搜救等

特殊环境或者应用于不适宜人工作业的

艰苦环境。

天津市工信局科技处副处长王娟

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天津被赋予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

地的定位。天津“十四五”规划纲要对建设制造强市，构建

现代工业产业体系进行了总体部署，要通过产教融合，实现

协同创新，为天津人工智能、车联网等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

撑，加速形成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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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时节，在位于广西桂林市叠彩区大河乡的漓江茂

源奇珍异果田园综合体，村民们正为实现今年“五一”劳动

节期间综合体开园而忙碌着。

占地 6 平方公里的漓江茂源奇珍异果田园综合体，总

投资约 20亿元。该项目以低碳循环农业为基础，引入果蔬

新品种示范种植，不但引领当地农业提质升级，农民还能以

劳动力、土地入股的形式，获得土地流转金、门票分红、劳务

经营等多项收入。如今，田园综合体建设正成为桂林市拉

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为桂林农业产业升级、农村价值释

放、乡村振兴发展探索了新模式，集聚了新动能。

田园综合体是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于一

体的乡村综合发展模式，目的是通过旅游助力农业发展、

促进三产融合。为进一步巩固“美丽桂林”建设成果，实

现与乡村振兴战略无缝衔接，2018 年 11 月，桂林在已建成

的上千个生态宜居、产业兴旺村落的基础上，在广西率先

创建田园综合体，开启桂林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和乡村振

兴的新篇章。

近年来，桂林围绕“以全面创建市级田园综合体为抓

手，大力推动乡村振兴落地见效”，加快打造了一批高标准、

高质量的田园综合体，并坚持把田园综合体建设与产业发

展融合起来，依托主导农业产业、田园风光、乡土文化，引入

农产品加工、文化旅游、健康养生等特色产业。

在规划面积约 13平方公里的桂林高新区七星区“漓韵

侨乡”田园综合体，记者看到，这里基本形成一个农旅结合

的综合产业带，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度假，体验美丽乡村

田园风情，莲花源生态休闲园、马家坊花海等景点已成为网

红打卡点，深受游客喜爱。

在田园综合体创建过程中，桂林结合自身实际，突出桂

林特色，形成了田园综合体建设标准，涵盖了特色产业、生

态环保、乡村风貌、人居环境、乡村治理、乡风文明等各个

方面。

2020 年，桂林市第一批 17 个田园综合体基本建成，取

得了显著的综合效益。今年，在实现全市 17个县区田园综

合体全覆盖基础上，桂林市将通过跨县区有效整合，力争打

造更大规模的田园综合体。

桂林集聚乡村振兴发展新动能

田园综合体助力产业兴旺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本版编辑 张 虎 祝 伟 徐 达

4 月 5 日，浙江省德清县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游客

乘坐摇橹船欣赏春景。近年来，德清县依托山水资源和

良好的生态环境，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得红红火火，产品业

态丰富、富民增收效益提升。 王 正摄（中经视觉）

上图 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

厅内展示的汽车先进连接技术及装备。

左图 博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

注塑装备生产车间。本报记者 郑 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