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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点行

业，建筑业进行新型工业化、数智化

改造，已经成为业界的广泛共识，其

将有力带动建筑业全产业链升级迭

代，提升建造效率和品质，推动全行

业朝绿色、低碳方向发展。

湖北突出技术主攻方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完善创新链，加快实施一批重大技术创新专

项，布局和完善一批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引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创新人才团队，助推优势产业高质

量发展。

2022 年，我国全年全社会建

筑业实现增加值 83383.1亿元，增

速高于国内生产总值 2.5 个百分

点。今年，湖北省建筑业总产值

锚定 2.24 万亿元目标，产业规模

将进一步壮大。

“作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

点行业，建筑业进行新型工业化、

数智化改造，已经成为业界的广

泛共识，其将有力带动建筑业全

产业链升级迭代，提升建造效率

和品质，推动全行业朝绿色、低碳

方向发展。”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陈卫国表示。

近 年 来 ，中 国 建 筑 第 三 工

程 局 有 限 公 司 瞄 准 行 业 前 沿 ，

提出“打造数智能力，推动数字

变革”的目标，以打造建筑业原

创 技 术“ 策 源 地 ”为 己 任 ，明 确

“ 管 理 信 息 化 、建 造 智 能 化 、产

品 智 慧 化 、产 业 互 联 化 和 数 字

产业化”的发展主线。目前，该

公司建筑装配式构件产能已经

跃 居 全 国 第 二 ，自 主 研 发 出 以

“空中造楼机”为代表的系列高

端 智 能 装 备 ，系 统 打 造 出 智 慧

工地、智慧园区、智慧运营等数

字化应用平台。

陈 卫 国 认 为 ，要 进 一 步 加

快智能建造技术突破和成果落

地 应 用 ，必 须 更 好 地 凝 聚 全 行

业 力 量 。 为 此 ，他 建 议 在 推 进

建 筑 工 业 化 、数 智 化 变 革 的 过

程 中 ，各 相 关 方 要 致 力 从 点 状

探 索 向 系 统 规 划 、协 同 联动延

伸 ，破 解 自 主 核 心 基 础 软 硬 件

缺乏的难题。

除此之外，需进一步完善相

关配套政策。相关部门要强化

对地方政策的引导，进一步明确

智能建造的管控路径和核心指

标，确保对装配式和智能建造相

关政策的分解落实方向一致，保

障政策的连续性和实用性。完善现有标准体系规

划，打破各方标准壁垒，完善与之相适应的建筑市场

和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模式。加大智能建造关键技术

和重大装备攻关，快速形成创新价值闭环。推广智

慧工地管理信息系统和项目管理平台，加快研发国

产智能建造软件。

与此同时，要打造“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业

化”链条，畅通产学研转化体系，完善相关专业人才和

产业工人培育体系。围绕建筑全周期信息收集与应

用，建立上下游企业共同参与的数字化协同平台，搭

建行业大数据库，实现全周期管理数字化。在重点

省市实施智能建造试点示范创建行动，推广可复制

经验。建立价值共享型智能建造评价体系，强化全

产业链协同，完善综合考量价值贡献、成本投入和风

险分担的机制。

（本报记者 吴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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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

善“链长+链主+链创”推进机制，突破性发

展光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生

命健康、高端装备、北斗等 5 大优势产业。

支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又称光谷）打

造“世界光谷”，支持华星光电 t5、国药集团

中国生物医药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中心、

国家地球空间信息产业基地等重大项目加

快建设。

光电子信息产业是湖北突破性发展的

五大优势产业之一，是该省重点打造的特色

优势产业和高技术产业。

作为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光谷以

“光”命名，因“光”闻名。

近年来，光谷聚焦以光电子信息产业为

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聚光成链、集

链成群，在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独树一帜。

截至2021年底，光谷“光芯屏端网”产业规

模达6000亿元，加速向万亿级规模冲刺，成为

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光电子信息产业竞争的主

力军。

实现跨越式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大力

支持。

今年初，《湖北省突破性发展光电子信

息产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以

下简称《三年行动方案》）发布。《三年行动方

案》提出，以“壮大规模、攻克技术、打响品

牌、做强生态”为突破口，将加快建设世界一

流的光通信产业高地、全国顶尖的新型显示

产业集群、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激光产业基地

和存储器基地、全国重要的智能终端生产基

地，不断延伸创新链、完善产业链，将光纤光

缆等光电子信息产业关键产品打造成全球

销量冠军。

与 此 同 时 ，光 谷 也 出 台 了“ 支 持 工 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 25 条”和“光谷科创金融

新十条”等政策，促进光电子信息产业快

速发展。

截至 2022 年底，围绕光电子信息产业，

光谷培育出了 7 家百亿级制造业龙头企业、

10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60家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形成了 3000余个具有

行业影响力的自主品牌。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企业服务和重

点项目推进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建设“世

界光谷”为目标，开发区未来将集中力量推

进多个光电子信息领域重点科研平台建设，

突破一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为国家光电子

信息产业自立自强打造“光谷生产力”。

除实现技术突破之外，光谷还以推进项

目落地，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2023 年，光谷将开建中国信科高端电子

器件、5G 移动通信研发生产基地等重点项

目，做大光电信息服务规模和应用市场，为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光电子信息

产业集群奠定基础。

前不久，武汉新城创新策源基地等 20多

个重大项目在光谷开工建设。

风好正扬帆，奋楫逐浪行。

未来，湖北将以更加昂扬奋发的姿态和

实干争先的劲头，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在光电

子信息产业独树一帜的领先地位，积极探索

中国式“追光”的湖北路径。

集链成群，打造“世界光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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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1.7%、高于规

上工业 14.7 个百分点，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到 41.2%；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 98%；“光芯屏

端网”产值突破 7000亿元……这是湖北亮出

的2022年成绩单，多项数据均居全国前列。

不满足于此，湖北为自己设定了更高的

目标。

2023 年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坚持

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科

技 创 新 引 领 产 业 升 级 ，持 续 加 力 打 造

“51020”现代产业集群，深入实施战略性新

兴产业倍增行动。

“51020”形象地描绘出湖北现代化产业

集群的“骨架”：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

制造等 5 个万亿级支柱产业，巩固提升高端

装备、先进材料等 10 个 5000 亿级优势产业，

培育壮大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北斗及其

应用等 20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春回大地暖，奋进正当时。

如今，湖北正在奋力书写产业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夯实科技支撑体系，以创新塑造

产业优势。

围绕优势产业“排兵布阵”

“2022 年，湖北省聚焦五大突破性发展

优势产业，实行‘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

促进科研攻关，相关投入经费超 10亿元。”湖

北省科学技术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以

五大优势产业（光电子信息产业、新能源与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命健康产业、高端装

备产业、北斗产业）为主的技术交易持续活

跃，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 3000亿元。

围绕优势产业的“排兵布阵”，不止于此。

2023 年初，湖北省科学技术厅聚焦五大

优势产业，实施 5个省级科技重大专项，加快

产业“项目、平台、人才”一体化布局，积极抢

占产业新赛道、科技制高点。

作为五个省级科技重大专项之一，“三维

曲面零件超快激光精细加工装备共性技术与

应用”项目，依托华中科技大学、华工科技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等重点高校院所和企业在产

业技术创新上的优势资源，聚焦突破三维加

工工艺、路径与位姿协同控制、装备集成与应

用等技术，力争形成高稳定超快激光加工装

备设计方法、实现三维多轴装备集成。

另一省级科技重大专项——“流域性水

风光多能互补一体化关键技术研究”项目，

依托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中国长江三峡集

团有限公司等头部企业在产业技术创新上

的优势资源，聚焦长江流域水资源高效利

用，加快水风光一体化发展，提升清洁能源

安全保障能力。

与此同时，在“尖刀”技术攻关工程中，

湖北对五大优势产业进行重点支持，并组织

开展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清单梳理工作，提出

项目、平台、金融、人才、专利 5个方面的重点

任务。

“湖北突出技术主攻方向、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进一步完善创新链，加快实施一

批重大技术创新专项，布局和完善一批产业

技术创新平台，引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

创新人才团队，助推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厅长冯艳飞表示。

增强高新技术企业实力

“打造先进产业集群是推动新型工业

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必然选择。”全国人

大代表、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新强表示。

如何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是

湖北在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推进新型工业

化建设方面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而

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是二者深度融合的

关键点。

近年来，湖北高新技术企业保持较快增

长速度。2022年，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突

破 2 万家，较上年增长 37.4%。其中，营业收

入超过亿元的高新技术企业达 2636家、超过

百亿元的达 30家。

高新技术企业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

主力军。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将推动高新技术产

业快速增长作为重中之重，开展“春晓行

动”，从政策分类指导、涉税精细帮扶、专利

加速审查、金融精准服务等方面，进一步推

进企业服务常态化、制度化。

2022 年，湖北共完成 5 批 8716 家高新技

术企业的推荐报备工作，较上年增加 2083

家，增长 31.4%。精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专

项和重点研发计划，组织 5 项省级重大科技

项目，实施助企纾困等项目 176项。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自 身 也 加 大 了 研 发 投

入，大力推进与高校院所的联合创新、优势

互补。

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湖北高新技术企

业 研 发 人 员 总 数 39.21 万 人 ，较 上 年 增 长

10.23%；有效专利总量超 29 万件，较上年增

长 47.31%。

“2022 年，公司研发费用在 13 亿元左

右 ，公 司 目 前 员 工 1500 人 ，其 中 75%为 研

发人员。”湖北省一家知名科技公司总经

理介绍。

“2022 年，公司联合华中科技大学、武汉

大学等 10 家企事业单位共同成立了湖北省

新一代网络与数字化产业创新联合体。”烽

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蓝海介绍，创

新联合体将提升数字产业集群整体创新能

力，着力打通“源头创新—技术开发—成果

转化—产业聚集”转化链条。

在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下，

湖北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快速增长。

2022 年，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总

额达 2.85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22.85%；高新

技术产品收入达到 1.77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25.68%；净利润总额达到 1656.51 亿元，较上

年增长 29.73%。

为科技创新“搭台铺路”

“这几年，我们在玉米重要性状的机制

解析和基因克隆等方面实现了突破。”华中

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湖北洪山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严建兵表

示，他所在团队下一步的目标是围绕国家重

大需求，建立全基因组育种技术体系，实现

玉米关键种源创新。

在湖北，还有许多像严建兵一样的科技

工作者，近年来他们的科研工作取得了突

破，而这是湖北在科学研究方面持续发力的

结果。

为了让科学研究更好地促进优势产业发

展，发挥在鄂高校院所的资源优势，湖北省科

学技术厅鼓励和支持行业龙头企业牵头、产

学研合作组建产业关键技术创新平台。

同时，湖北还打造了一批新型研发机构，

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开展先行先试。

例如，湖北近年来先后组建了湖北光谷

实验室、湖北珞珈实验室等 9 个湖北实验

室。其中，湖北光谷实验室围绕信息光电

子、能量光电子等方向进行科研攻关，珞珈

实验室则聚焦高精度综合定位导航等方向

展开技术突破，以切实提升相关产业领域原

始创新能力。

今年 2 月，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先

后成立 3 家由院士专家牵头的高水平专业

研究所，聚焦高端工业软件、高端医疗装备

等重要产业创新需求，为产业聚力、为创新

聚势。

湖北：擦亮优势产业“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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