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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 1600 多平方公里地

域内，蕴藏着丰富的高品质石英和水晶资源。当

地水晶储量约 30 万吨，占全国 70%以上，硅含量

高达 99.99%，存储量和质量均居全国之首，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水晶之都”称号。

依托硅材料资源优势，东海县大力发展硅材

料特色产业，由“资源式增长”向“创新式增长”转

变，如今已成长为国内重要的硅材料产业基地和

创新高地。东海县委书记张其兵说：“经过多年

发展，东海县集聚了全国 85%的石英材料生产企

业，拥有 600 多家硅工业企业，构建了国内以石

英为主、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硅产业集群。”

从靠资源到靠创新，从一粒石英砂到一个超

百亿元的产业，东海硅材料产业是怎样一步步成

长起来的？

政策导航开辟新赛道

东 海 硅 材 料 产 业 的 发 展 可 以 追 溯 到 上 世

纪。早在 1996 年，原国家科委就批准东海硅产

业为国家级星火区域性支柱产业；2008 年，东海

硅产业被国家发改委批准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新材料产业基地；2010 年，东海硅产业被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列为国家半导体（硅材料）产业

集聚标准化示范区。

“30 多 年 来 ，东 海 硅 产 业 发 展 定 位 不 断 提

高，重要性也逐步凸显，这与东海敢闯敢试的产

业政策密切相关。”时任东海县发改委主任陈文

军说，在“工业立县”“工业强县”发展思路指引

下，东海县始终坚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创新优势发展方向，推动硅产业从资源初加

工发展到连熔法拉制石英管，再到涉足电光源、

光伏领域，最终进军半导体行业。

作为产业蝶变亲历者，陈文军大半辈子都在

围绕“一粒砂”做文章，全程参与了东海硅产业规

划发展的决策工作。“东海石英矿‘天生丽质’储

量大，纯度高达 99.99%，曾吸引多家国外行业巨

头的目光。但东海从未想过靠卖资源实现‘躺

赢’，当年便拒绝了国外企业购矿议案，成立了东

海石英制品总厂，开启了硅产业转型升级之路。”

陈文军说。

事非经过不知难。早年间，为缩小国内外产业

技术代差，东海举全县之力从国外采购了 2 条连

熔拉管炉装备，并成立专门技术攻关小组。“创办

石英制品总厂是冒着风险的。当时，国外对我国硅

材料产业发展技术压制、装备封锁，导致东海的硅

材料生产技术水平多年在低位徘徊。”陈文军说。

如何突破产业提档难关？面向全国公开招

标东海硅材料产业发展规划、单独成立专职部

门硅产业局、走出去请进来招揽科技创新人才、

搭建东海硅产业科创中心⋯⋯从 2007 年开始，

东海打出一系列政策创新组合拳。

东海县科技局党组成员吕杰是东海 2009 年

通过人才招引而来的高材生。她说，高纯度石英

资源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的关键材料之

一，为引导产业由过去“资源式增长”向“创新式增

长”转变，东海在创新平台打造、壮大企业主体、实

现人才集聚等方面不断加大政策支撑力度。

“这几年，东海依托硅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为

创新载体，推动企业研发能力进一步提升，产学

研合作成果加速落地，陆续攻克 10 余项关键核

心技术，培育出 7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106 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吕杰介绍，2024 年出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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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未来 15 年，东海硅材料产业将围绕光伏

硅、半导体硅、光学硅等六大领域，朝着集群化、

高端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

心技术和创新产品。

记者在东海走访调研时感受到，不论是政府

人员还是企业高管，只要提及硅材料产业，大家

不谈“不可为”，而是想着“怎么为”；不谈“不可

能”，而是设法“变可能”，积极攻坚克难，努力探

索体现时代特征、区域特色、东海特点的发展新

路径。

张其兵说：“东

海将持续推进硅材料

产 业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坚持规划在前，前瞻布

局高端产业；坚持创新驱动，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坚持绿色

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驱动打造新高地

企业创新“遍地开花”，推动产业升级“长藤

结瓜”。穿行在东海县的乡镇街道，硅材料企业

沿路林立，广告招牌布满街区，满载石英产品的

货车往来穿梭，一股澎湃的发展热潮迎面扑来。

平明镇是东海的一个普通乡镇，却备受全球

石英材料行业瞩目。在这里，江苏太平洋石英股

份有限公司从一家乡镇企业起步，专注硅材料创

新 30 年，成长为我国石英材料行业标杆企业，并

且是国内石英行业上市第一股。

“2009 年，我们自主研发出高纯石英砂提纯

技术，成为全球第三家掌握高纯石英砂量产技术

的企业。”太平洋石英董事长陈士斌说，从被动追

随到敢于领跑，企业转型升级看似顺理成章，实

则踩准了政策和市场的节奏，用足了科技创新的

撬动力量。

超纯石英砂是半导体及光伏产业的基础材

料，广泛应用于光通信、电子信息技术与航空航

天领域。“由于石英提纯技术落后，我国超纯石英

砂曾长期依赖进口。这个硬骨头啃不下来，企业

转型就没出路，东海硅材料产业也没有竞争力。”

陈士斌说，“2003 年，我们押上全部家当，与南京

大学陈培荣教授团队合作，经过 6 年艰苦攻关，

研发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石英砂生产工艺和

装备，超纯石英砂的纯度可达 99.999%，填补了国

内空白。2019 年底，太平洋石英成为全球第三家

获得东京电子（TEL）认证的石英材料供应商，标

志着我国企业打破欧美企业垄断，正式进入半导

体材料国际供应链体系。”

在东海，靠创新赢得发展的企业比比皆是。

成立近 20 年的江苏弘扬石英制品有限公

司，也实现了从行业“门外汉”到“领头雁”的蝶

变。该公司董事长冯维娥坦言，“科技创新是弘

扬石英站稳市场、发展强大的最强密钥。为增强

企业竞争力，东海几百家硅材料企业必须选择差

异化发展道路”。他们始终着力研发，对内潜心

研究强练内功，对外拥抱科研院所，在“企业+院

校”的研发路上越走越宽，“死啃”石英砂提纯技

术，开拓研发稀土掺杂功能玻璃材料的独特发展

方向。

功夫不负有心人，该公司先后获得 45 项授

权发明专利、24 项实用新型专利，有 4 项创新技

术填补国内空白，2 项科技创新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成为国内石英行业规模最大、品质最齐全的

稀土掺杂功能石英玻璃材料制造企业。

超 高 温 石 英 玻 璃 耐 高 温 性 能 实 现 行 业 突

破；首创的高纯石英玻璃陶瓷系列器件在国内

光伏龙头企业成功应用；智疆航空、睿晶石

英、嘉明碳素等企业打造创新联合体，开展陶

瓷材料人工智能检测、石英焊接自动化、石英

陶瓷 3D 打印等技术攻关⋯⋯众多新项目、新进

展 不 断 涌 现 ，

彰显着东海硅材料科技成

果加速转化、产业结构提

档升级的喜人局面。

平台赋能跑出加速度

走访东海众多硅材料企业，明显感受到中小

企业强烈的危机感来自对科技创新的迫切需求。

如何破解中小企业的创新焦虑？如果仅靠

中小企业自身的力量，难免势单力薄。东海采取

的办法是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形成集研发攻关、

成果转化、人才集聚于一体的创新生态系统，加

速硅材料产业新旧动能转换。

2017年 4月 7日，对东海来说是个值得记录的

日子。这一天，江苏苏北地区首家县级产业创新中

心——东海硅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正式挂牌运行。

“中心主要聚焦硅材料产业前沿性、关键性、

共性技术难题，着力为企业打造转型升级核心支

撑，整体提升产业技术创新水平，这是我们梦寐以

求的事。”吕杰说，中心先后帮助企业组建了 16 个

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协助企业完成 6 个成果转化

项目，参与制定修订 10 多项国家、行业标准，获批

730 余项发明专利，吸引了南京大学东海新材料

研究中心、南京工业大学东海先进硅基材料研究

院等 10余个高校院所的研究团队入驻运行。

走进连云港神汇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厂区，

高效运转的高纯石英材料深加工生产线映入眼

帘，焙烧车间烤砂炉在进行石英砂提纯，成品车

间里包装好的高纯石英砂等待运输外销。

神汇公司曾是东海县洪庄镇一家小企业，近

几年通过与南京工业大学东海先进硅基材料研

究院合作，催生出一系列科技创新的“化学反

应”，逐步发展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该公司副总经理刘泰祺告诉记者，在研究院

的技术支持下，企业先后建立了高纯石英专业化

研发中心、国家级高纯石英工程中心等研发机

构，在选矿、来料测试、工艺稳定等方面自主创

新，推动产品理化指标、使用状态、拉晶单产量在

行业中达到领先水平。

“平台的科技赋能推动公司实现跨越发展，

成功进入光伏头部企业供应商链，年产值从不足

千万元增长到 3 亿元。”刘泰祺说。

吕杰说，近年来，东海县对硅材料公共科技

平台投入超过 7000 万元。真金白银的投入，让

企业科创成果拔节生长，截至去年底，东海县科

技型中小企业数量达 365 家。

产品质量是企业生存的关键。检验检测作

为控制质量的重要手段，随着东海硅材料产业集

群不断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为提升企业竞争力、推动产业升级，东海县

2011 年建成国内首个专业从事硅材料及其深加

工产品质量检验的国家级检验中心。穿过东海

硅产业科技创新中心长长的走廊，便是国家硅材

料深加工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国检中心），很

多企业亲切地称呼这里为“产品管家”。

走进国检中心，称量样品、加酸、消解、定容、

检测、出具报告⋯⋯对于这些程序性工作，国家

硅材料深加工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主任高丽

荣不敢有丝毫马虎，“在国内一些检测机构，客户

通常需要 10 天左右才能拿到产品检测数据，我

们这里最快只需要 2 个工作日”。

“13 年来，中心先后主持起草 4 项国家标准、

9 项行业标准，每年向东海县硅材料企业发放

200 万元免费检测券，年出具各类硅材料原料及

产品质量报告突破 3000 份，用数据为企业提供

创新支撑。”高丽荣说。

强化攻关打开新空间

随着光伏、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产业蓬勃

发展，石英硅材料作为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材料，

正迎来新一轮发展契机。

在东海县硅工业行业协会会长范益春看来，

庞大的市场需求形成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倒逼着

东海硅材料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同时也暴露

出产业发展短板。

“东海现有石英砂生产企业超过 100 家，电

光源生产企业超过 100 家，硅微粉生产企业 40 多

家⋯⋯”说起东海硅材料产业的细分种类和企

业，范益春如数家珍。他表示，虽然企业数量已初

具规模，但规上企业仅有 165 家，发展质量还不

够高，抗风险能力还较为薄弱，要从“材料大县”

转型成为“材料强县”，东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内光伏半导体行业对硅材料生产要求越

来越高，国外行业巨头技术封锁持续加强，东海

硅材料产业正面临着‘前有悬崖，后有强敌’的局

面。”范益春说，目前东海大部分硅材料企业都处

在原材料深加工阶段，产品质量和标准距离世界

一流水平还有差距，产品附加值不高，发展壮大

存在障碍。

范益春认为，破局关键在于突破技术、市场、

配套等因素制约。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必

须靠自力更生突破。东海要进一步加强与科研

院所、高等院校的产学研合作，强化技术攻关，着

力将石英砂提纯技术提高到世界前沿水平；还要

继续强化补链强链，引入中下游产业，扩大市场

份额，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企业提质增效。

“国家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方案已经把东海

高纯石英资源列为江苏国家级三大资源基地建

设之一，已部署多个资源勘查项目，并联合相关

科研院校联合攻关，为高纯石英提供资源保障，

共同推动东海石英产业可持续发展。”江苏省地

质局地质矿产处负责人王大志说。

深挖资源禀赋，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跃升，

如今的东海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硅材料产业基地，

并形成“多点开花，相辅相成”的特色优势。江苏

省委书记信长星表示，要做好硅资源深度利用这

篇文章，大力发展高端产业。

“东海硅产业的发展源于资源，但绝不依赖

资源。在探索中，不断以高产业附加值、高市场

占有率、高市场容量为发展目标，推动产业提升

‘含智量’‘含金量’。”张其兵说，2024 年，东海将

建成太平洋半导体高纯石英砂等重点项目，推

动硅产业产值向 500 亿元目标迈进，同时

推 进 产 学 研 合 作 ， 开 展 关 键 技 术 攻

关、核心产品研发、科技成果转

化 ， 增 强 产 业 接 续 性 和 竞 争

力 ， 保 障 国 家 产 业 需

求、维护国家能

源安全。

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步伐

显著加快，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立足丰

富的矿产资源，做好“富矿精开”

文章，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经济优势和发展胜势？如何

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和产品

精深加工程度，推动传统产业迈

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江

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深挖石英

和水晶资源优势，硅产业集群初

具 规 模 ，东 海“ 水 晶 之 都 ”声 名

远扬。

回顾东海县硅材料产业发展历程，也是

对高纯石英矿产资源重要性认识不断加深的

过程。

东海县石英矿储量大、品质高，但在发展

初期，不少企业依靠“卖资源”发展经济，掉进

了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陷阱。随着产业转

型升级，当地越来越重视强化创新链与产业

链深度对接，推动矿产资源精深加工，加速延

长产业链条，经济、生态、社会等综合效益逐

渐凸显，产业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矿产资源是“工业粮食”。自然资源部数

据显示，在我国已发现的 173 种矿产中，有 45

种储量居世界前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

需要的资源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怎样把好

矿用在“刀刃”上，不断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

附加值，实现“富矿精开”，已成为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必答题。

把矿产资源精准分配给真正有需求、有

实力的企业和项目，是实现“富矿精开”的关

键。要健全完善资源配置原则和矿业权准入

门槛、退出机制，引导优势资源向支撑重点产

业集群发展的重大项目集聚，向具有全链条

深加工能力的链主企业集聚，按产业定资源、

以资源兴产业，提高资源配置的精准性、协同

性、规范性，避免“大矿小开”“化整为零”。

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精打细算、吃

干榨尽是“富矿精开”的必由之路。其中，矿

产资源深加工占比是重要指标，各地应以提

高矿产资源就地转化率为目标，将高质量发

展要求贯穿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开发利用全过

程、全链条，实现以最少资源消耗换取最大综

合效益。

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是“富矿精开”

的重中之重。要聚力推进优势矿产资源精深

加工产业发展，推动跨界合作、构建新的产业

优势，打造一批百亿元级重点企业、千亿元级

产业集群，实现原材料向终端消费品转变、低

端产品向高端产品转变、粗加工产品向精深

加工产品转变，推动产业升级、价值利润最

大化。

工人在江苏弘扬石英制品有限公司石英制品加工车间生产作业工人在江苏弘扬石英制品有限公司石英制品加工车间生产作业。。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上图上图 江苏连云港国伦石江苏连云港国伦石

英制品有限公司大口径石英玻英制品有限公司大口径石英玻

璃管检测车间璃管检测车间。。（（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右图右图 在江苏景泰玻璃有在江苏景泰玻璃有

限公司限公司，，工人正在进行石英玻工人正在进行石英玻

璃生产璃生产。。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