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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陕西咸阳高新区召开企业数

字化转型发展大会。全国工业企业数字

化行业专家和高新区内 100 多家企业家

代表，共同探讨咸阳高新区以数智赋能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之道，探索工业

企业数字化转型新方向、新型工业化新

路径。据了解，咸阳高新区以算力聚企

业，以服务聚人才，瞄准基础算力底座，

将建设规模 1000P的算力中心。

2022年 11月，咸阳高新区发布《元宇

宙产业先行区行动方案》，率先在西北地

区提出聚焦发展元宇宙产业这一细分领

域，由此拉开了高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

序幕。

一年来，咸阳高新区大力发展数字

经济，在加强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搭建数字产业发展平台

“咸阳高新区正在建设规模 1000P的

算力中心，为 AIGC、人工智能等产业提

供基础支撑。我们将在咸阳高新区建设

西部图灵小镇，打造 AI 第一城。”国家技

术创新示范企业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高

级副总裁、首席数字官张鹏透露。

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咸阳高新区打

造算力服务、技术研发、场景应用及产业

孵化四大中心。通过“合资入股、项目合

作、资源互换”等新模式，咸阳高新区与

多家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共同打造元宇宙

应用场景。

目前，咸阳高新区已与新华三技术

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公司，从算力基础设

施建设、数据资源整合开放、营商环境提

升入手，搭建数字产业发展平台。高新

区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百度（中

国）有限公司、北京市商汤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等企业围绕 AI 大模型、数字文旅等

签订合作协议；与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

司、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数字政

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15家企业在智慧

城市等方面建立了合作关系。

记者了解到，咸阳高新区大秦元宇

宙智能综合体正在建设，预计 2024 年上

半年开放运营。该综合体主要布局数字

转型成果展示、数字会展、VR 沉浸式体

验、数字文旅互动消费等业态，同步启动

建设了占地 18万平方米的数字产业园。

加快推进“数智高新”建设

“作为传统钣金加工企业，我们希望

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效率和营收。但

是面对新技术，我们无从下手。”咸阳高

新区企业陕西华泰厨具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泰厨具）董事长蔡建伟说。

为解决工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面临的“想改不会、要改太贵”难题，咸

阳高新区搭建了“一平台三中心”，即搭

建工业互联网平台以及数字化转型能力

中心、赋能中心、互助中心。借鉴杭州、

苏州的成功经验，咸阳高新区实现算力、

算法、数据、开发组件、应用超市等服务

共享，提供 AI 工业智库、AI 科技培育、AI

工业设计、AI 政策速递等生成式人工智

能（AIGC）特色服务。目前，咸阳高新区

已为高新区内企业提供了 715 个重点方

案、927 个能力组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

提供便捷、集约的一站式服务。

通过对华泰厨具、陕西生益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益科技）、陕西咸阳

杜克普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杜克普

服装）等传统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咸阳高

新区推动高新区企业转型升级，并帮助

企业提质、降本、增效。其中，华泰厨具

通过应用 AI+质检模型，打造智能餐厅，

形成品牌示范，三季度销售额同比提升

480万元；杜克普服装打造了统一的智慧

运营平台，实现成衣制造柔性化定制生

产，订单下达日至交付日的时间由原本

的 30 天缩减到 7 天；生益科技通过定制

化的智能排产方案，优化交货时间、降低

库存。

咸阳高新区正积极抢抓数字经济发

展机遇，加快推进“数智高新”建设，以

“政府搭台、产业搭链、创新搭伴、应用搭

车”为思路，依托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为

高新区“聚才”，通过提供最先进算力服

务为高新区“聚智”。目前，咸阳高新区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初见成效，探索

出了一条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发展的高新之路。

建设算力中心 发展数字经济

咸阳高新区一站式服务助力企业“智改数转”

近日，内蒙古包头市工信局组织有关地区、企业行

业协会等对包头中重稀土储量、生产及应用现状进行专

题研究。位于包头的白云鄂博矿是全球最大的稀土

矿。相关研究表明，除轻稀土外，白云鄂博矿还蕴藏着

丰富的中重稀土资源。业内人士呼吁，高新区要尽快摸

清家底，平衡利用富余元素，推动包头稀土产业实现“谋

大用”“向高端”的目标。

作为包头稀土产业发展的主战场、全国唯一以“稀

土”资源命名的国家级高新区，近年来，包头稀土高新区

在生产、应用轻稀土的同时，积极筹划中重稀土的产线

建设与开发应用，持续助力高新区企业赢得中重稀土领

域“话语权”。包头稀土高新区推动稀土产业全系全链

发展，助力包头打造“两个稀土基地”，全力扩大包头作

为“世界稀土之都”的影响力。

壮大磁材产业规模

稀土永磁材料是消费量最大的稀土功能材料。目

前，全国稀土永磁材料的产值约占稀土产业产值的

70%。

近 日 ，记 者 在 位 于 包 头 稀 土 高 新 区 的 包 头 金 蒙

汇磁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工作人员

把 稀 土 金 属 混 合 在 一 起 ，经 过 熔 炼 、浇 铸 、氢 破 碎 、

气流磨等工序制成粉末，将粉末压制后放入烧结炉

形成永磁毛坯材料，再经过加工、电镀等工序，制成

稀土永磁成品。

“稀土永磁体磁性能越高，意味着产品的体积更

小、能耗更低。比如在新能源汽车和风力发电领域，用

稀土永磁做电机，能耗会大大降低。在无人机和手机

应用领域，使用稀土永磁材料，可使产品更加微型化，

功能更强大。”包头金蒙汇磁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

程师王强说。

在包头稀土高新区企业包头安泰北方科技有限公

司的生产车间内，技术人员正在安装调试设备。该公司

计划投产年产 3000 吨高丰度稀土镧铈项目。项目建成

后，可实现产值 10亿元，纳税 3000万元，为 500余人提供

就业岗位。

“我们建设了一条全自动化生产线，下线产品将具

备高磁能级、高剩磁、高镧铈配比的显著特点。这不仅

增加了产品的稳定性，还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目前，

我们的三期项目‘建设 2万吨高性能稀土永磁产品’也将

提上日程。届时，公司永磁产品生产规模将跃升至行业

前三。”包头安泰北方科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以来，包头稀土高新区全速助力金力永磁（包

头）科技有限公司、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头部企业积极拓展市场、增加订单，提升企业产能利用

率；加快推进包头韵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包头科田磁

业有限公司、包头安泰北方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重点磁

材项目建设，扩大高端磁材生产规模和市场占比；大力

对接引进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烟台正海

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实力雄厚的企业，壮大磁材产

业规模。

与此同时，包头稀土高新区统筹推进储氢、合金、

抛光、催化、光功能等产业发展壮大，不断创造新增长

点，壮大产业规模。高新区高效发展稀土储氢材料和

抛光材料，推动天骄清美二期 6000 吨抛光粉项目、金

蒙汇通高性能抛光粉和抛光液项目、中科蒙稀药用催

化剂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向高端应用突破。高新区还

加大对特殊稀土功能材料、高纯金属和化合物、金属

靶材等特种材料的投入力度，支持企业转型升级、扩

大生产。

提升全系产品效益

近年来，包头稀土高新区着力加强中重稀土的研发

应用，提升中重稀土产业规模，鼓励支持企业和科研院

所推动“高纯稀土金属（钇、钆、镝）制备关键技术研发”

“金属镝及钆铁合金高收率规模化制备”“电子、航空用

钪及多元稀土轻合金制备关键技术开发”等项目建设。

高新区持续提升白云鄂博矿中重稀土产能产量，打造高

纯稀土金属、中重稀土金属与合金等差异化产品，不断

提升稀土产业全系产品规模效益。

包头瑞鑫稀土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

鑫公司）是高新区企业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稀土）的子公司。

2022年，北方稀土在瑞鑫公司布局中重稀土产品试

验生产线。为了实现中重稀土金属类产品“从 0 到 1”的

突破，瑞鑫公司高效完成了试验线设计和水、电、暖等基

础设施改造，安装调试主要冶炼设备及配套公辅设施，

开展钙热还原法制备金属钆以及自耗阴极电解法制备

钆铁合金的试生产。日前，瑞鑫公司首批中重稀土金属

产品试制成功，标志着该产品已初步实现规模化生产。

“我们不断探索优化还原剂用量、槽型结构、电极

配置、熔盐组成等工艺技术参数，已实现了金属钆和钆

铁合金的工业规模连续试生产，单炉产量、料比、产品

成分稳定性都达到了国内同行业的先进水平。目前钆

铁合金中试产品已交付下游磁材企业试用。”瑞鑫公司

电解一部副部长于兵说，这些产品可运用于稀土功能

材料、特种合金及原子能反应堆等多个领域，在航空航

天、风力发电、汽车、手机等终端产品中也将得到广泛

使用。

目前，北方稀土已具备了中重稀土金属和钆铁、镝

铁合金等的规模化制备技术以及镝、镱、铽等高纯金属

及靶材制备技术。

包头稀土高新区企业包头中科稀土再生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满来告诉记者，除钷元素外，公司已经具备

全系 16 种元素稀土金属、氟化物、合金及靶材的生产能

力，已拥有专利近 20项。

抢抓市场发展机遇

如果说磁材是稀土新材料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那

么永磁电机无疑是稀土应用产业的核心产品。无论是

电梯、空调、新能源汽车等与生活相关的产品，还是智能

机器人等，都有永磁电机的身影。其如同心脏般分秒不

停地运转，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据统计，在工业电机替代领域，内蒙古自治区拥有

合计 1113万千瓦的替代需求，包头市拥有 81.7万千瓦的

替代需求；在汽车电机领域，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年产 5 万辆重型卡车，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矿用车年产能达 1000辆，永磁电机市场需求旺盛。

为抢占稀土永磁电机这一广阔市场，包头稀土高新

区推动稀土产业向终端应用领域延伸，谋划建设总占地

面积 3104亩的稀土永磁电机产业园。

包头稀土高新区围绕包头市“一年铺开、两年见形

象、三年见实效”的指示要求，制定了《建设“两个稀土基

地”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及 7 个配套方

案，进一步分解稀土永磁电机产业园三年建设量化指

标，通过不断盘活存量、做强增量，举全区之力加快建设

全球领先的稀土永磁电机产业园。

包头稀土高新区抢抓发展机遇，推动永磁电机技术

取得新突破。高新区重点支持包头中车电机有限公司、

内蒙古北科交大机器人有限公司等企业进一步扩大产

品规模；鼓励包头市英思特稀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江馨微电机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提升生产装备和

工艺，继续在永磁消费电子产业方面扩大高端市场份

额；推动包头北方中加特电气有限公司、内蒙古北方嘉

轩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项目尽早达产创效；持续招引微

特电机等项目入驻，推动永磁电机产业早日上规模、占

市场，形成集聚效应。

放大资源优势 强化产业韧性
——包头稀土高新区推动稀土产业全系全链发展

科技日报讯（记者江耘 实习生卢馨怡）12月 21日，浙江杭州高新区

（滨江）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产业创新中心正式启用。记者了解到，该

中心通过建立资源、场景、模型应用的联动共享机制，可满足入驻企业展

示应用场景、进行实验探索及交流合作的需求。在启用仪式现场，来自杭

州万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的 14个项目签约入驻。

作为杭州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创新应用先导

区的核心区，杭州高新区（滨江）的人工智能企业超过 150 家，涉及 AIGC

全产业链大多数环节。今年 6 月，当地发布“打造 AIGC 产业先行区行动

计划”，成立 AIGC产业创新中心。半年来，该中心已入驻企业 20余家，涉

及大模型、医疗健康、工业检测等 10余个行业场景。

启用仪式现场，AIGC 能力平台揭牌。AIGC 能力平台合伙人肖冀邯

介绍，AIGC 产业创新中心配置了 AI算力资源、开源大模型公共实验空间

等，可以为企业打磨应用场景、规划市场走向等。

此外，该中心将通过与杭州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紧密协作并给予项

目算力补贴，帮助落地项目“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算力资源。同

时，该中心对落地项目在房租补贴、研发投入资助、人才服务等方面给

予精准支持。

根据杭州高新区（滨江）“打造 AIGC 产业先行区行动计划”，杭州高

新区（滨江）力争在未来 5 年形成 AIGC 完整产业链，集聚 100 家以上

AIGC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融合带动形成数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杭州市滨江区商务局局长柴志冬表示，当地要充分发挥 AIGC 产业

创新中心的平台和示范作用，以打造高规格、高品质的全新 AIGC 赛道为

目标，加速集聚优质 AIGC产业项目。

杭州高新区（滨江）

AIGC产业创新中心启用

科技日报讯 （记者郑莉 通讯员黄宁 吉芷晓）12 月 22 日，记者从江

苏常州科教城四季度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了解到，22个产学研用重

点项目在此集中签约。今年以来，常州科教城进一步加快布局合成生物、

新能源、商业航空等重点产业，引育高质量项目 39 个。常州科教城以科

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抢抓合成生物产业发展机遇，全力打造

新能源之都，推动常州科技创新高层次高质量发展。

常州人民政府副市长蒋鹏举介绍，近年来，常州在持续推进新能源之

都建设的同时，竞速合成生物产业新赛道，出台《常州市关于支持合成生

物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不断加快科技招商步伐，汇聚合成生物

产业创新发展新动能。常州科教城作为常州“创新之核”，进一步加快产

业布局，多举措加快推动合成生物产业发展。

记者了解到，此次签约呈现“三大亮点”：一是科创平台能级高，新增

科创平台项目 2 个；二是产业契合度高，聚焦合成生物领域，新增合成生

物项目 8个；三是人才层次高，新增院士项目 3个、博士项目 17个。

此外，在签约仪式上，常州大学、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创健医

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会同 2所高校、4个科研院所、37家重点企业共

同成立常州市合成生物产教融合共同体，推动合成生物产学研深度融合。

常州科教城

22个产学研用重点项目签约

科技日报讯（记者何星辉）12月 25日，记者从贵阳高新区获悉，高新

区举行 2023 年科技创新暨成果交流周，对全区创业孵化体系进行了推

介。截至目前，贵阳高新区累计孵化企业 2803 家，孵化毕业企业 402 家，

培育高层次人才 400余人。

为了充分发挥产业孵化功能，引导更多优质企业落地，贵阳高新区

正从产业创新集聚区向人才集聚高地迈进。高新区通过实施创新驱动

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主体集聚、创新创业服务优化等措施，培育了贵州

乐诚技术有限公司、贵州东方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图智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等一批优强企业，助推了贵州汇通华城股份有限公司、贵阳

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

孵化企业上市。

近年来，贵阳高新区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

新企业”梯次培育体系。针对初创期企业，贵阳高新区建设一批综合孵

化器，通过探索开展“异地孵化”“反向孵化”，配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

政策服务等，推动其快速成长壮大。针对成长期企业，贵阳高新区积极

引导企业加大创新研发投入，提升知识产权拥有量，提高科技成果转化

率，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实现“小升高”，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创新型

企业。

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贵阳高新区引导企业稳定增加研发投入，推动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重点企业围绕发展需要建设多形式、

多层次的研发机构，让研发机构在产业建链、补链、强链中发挥作用，实现

科技与经济一体化发展。同时，贵阳高新区大力探索建立基于定量评价、

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精准化新型政策体系，更精准、更早期地识别创新能

力突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和公共政策向企业集聚。

贵阳高新区

做优孵化体系助企成长

图为包头稀土高新区中车电机永磁发电机生产车间图为包头稀土高新区中车电机永磁发电机生产车间。。 李学飞李学飞摄摄

图为在咸阳高新区企业陕西咸阳杜克普服装有限公图为在咸阳高新区企业陕西咸阳杜克普服装有限公
司内司内，，工作人员在操作智能裁床系统工作人员在操作智能裁床系统。。 咸阳高新区供图咸阳高新区供图

图为在常州科教城的联弘（江苏）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内，科研人
员正在做实验。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