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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俊斌 实习记者 王禹涵

◎陈 科 实习记者 刘 侠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纯新 通讯员吴非 曾宪雯）记者 1月中旬获悉，

湖北武汉东湖高新区近日发布《东湖高新区优化数字消费服务生态的若

干政策》（以下简称“光谷数字消费十条”），对相关企业单项一次性奖励额

高达 1 亿元，支持培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为武汉新城、“世

界光谷”建设注入新动能。

“光谷数字消费十条”围绕壮大产业规模、降低经营成本、支持研发创

新、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发布细化条款，给予相关企业系统全面支持，提

升武汉新城数字消费软环境，促进青年群体聚集。

“光谷数字消费十条”支持企业发展壮大，给予新进规上企业 20万元

一次性奖励；对营收规模突破 0.5 亿元、1 亿元、5 亿元、10 亿元、10 亿元以

上的企业给予相应奖励，最高奖励 1亿元，奖励力度在全国位居前列。

在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方面，“光谷数字消费十条”按照每月每平方米

不超过 30 元的标准，给予企业最高 60 万元的房租补贴；按照企业实际支

出的 50%，对上网上云费用最高补助 100万元。

为吸引更多专业人才落户，“光谷数字消费十条”对独家签约头部主

播的 MCN 机构给予最高 300 万元奖励，对高端人才每人每年补助 8 万

元；按照每人 3000元标准给予企业新增就业补助。

为支持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研发，“光谷数字消费十条”对购买 IP、购买

设计软件、购买研发硬件、购买大模型产品与技术服务开展创新研发，且

形成测试产品的规模以上数字消费服务企业，按其实际支付费用的 30%，

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补助 1000万元。

据悉，“光谷数字消费十条”聚焦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加强行业引导和

规范管理，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着力推动产业集聚，对专业楼宇最高

补助 50万元，支持建设直播间、搭建室内拍摄场景，最高补助 50万元。

目前，东湖高新区数字消费产业正加快聚集。2023年，东湖高新区新

增规上服务业企业近三百家，其他营利性服务业总量占武汉市一半左

右。其中，数字消费产业规模近千亿元，约占东湖高新区服务业的 50%。

同时，中国光谷创意产业基地、北辰·光谷里、长江文创产业园等多个专业

园区投用，光谷国际新文化电竞中心即将建成。

武汉东湖高新区

发布“数字消费十条”

科技日报讯（实习记者李诏宇 通讯员马悦 孙嘉隆）1月 20日，记者

从无锡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无锡经开区）了解到，在该区近日举行的

2024 未来产业发展大会上，37 个重点项目签约，总投资额达 332.9 亿元。

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商业航天、合成生物、类人机器人、人工智能、新型储

能等七大领域。

无锡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杨建平介绍，去年以来，无锡经

开区锚定“生态环保示范区、科技创新先导区、现代产业引领区、高端人才

集聚区”建设定位，围绕打造“科产城人融合发展示范区、太湖湾科创带建

设引领区、新发展理念全域实践区”目标要求，积极抢占产业新赛道，加速

培育新动能。无锡经开区提前布局人工智能和元宇宙、量子科技、氢能和

储能、深海装备等 5个重点赛道，并持续扩展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合成

生物、细胞治疗与基因技术、高端膜材料等新领域，系统构建“5+X”未来

产业发展体系。

以政策、载体、基金为牵引，加快招引高层次创新团队、未来产业项

目，是无锡经开区的重要举措。今年，无锡经开区推出《关于加快培育发

展未来产业的实施意见》《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年）》《无锡经济开发区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政策意见及其

资金管理办法》，建立 100 亿元的尚贤湖未来产业基金，重点支持和培育

一批成长型未来产业和前沿性未来产业。同时，经开区培育一批具有影

响力的未来技术和头部企业，打造无锡经开区未来产业新地标，致力成为

长三角领先的未来产业策源高地。

目前，无锡经开区形成了“一个主导产业、一套扶持政策、一个公共平

台、一个招商专班、一个产业基金”的“五个一”发展模式，集聚 15名院士、

370 多个人才团队和科创项目。经开区与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澳门科技大学等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湖南大学智能控制研究院、中国科学

院大学江苏密码应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重大科创平台在这里落地。其

中，雪浪云工业互联网平台成为国家级“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

无锡经开区

七大领域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近日，由中国民航局与四川省政府

联合共建的全国首个民航高新技术示范

园区——中国民航科技创新示范区（以

下简称民航示范区），在国际空港经济区

（东部新区片区）投入运行。被誉为“民

航智谷”的民航示范区，将建设航空电信

等 16个民航科技创新研究中心、1个验证

中心，在核心技术成果孵化、创新人才培

育等方面形成平台效应。

自 2023 年初《成都天府临空经济区

建设方案》出台以来，作为成都天府临空

经济区的核心组成部分，总面积 9.3 平方

公里的国际空港经济区（东部新区片区）

正加快推进“港产城一体化”发展。

国际空港经济区（东部新区片区）如

何瞄准航空物流、航空会展、航空维修与

制造等临空产业前沿，依靠科技创新培

育临空经济新业态？1月中旬，记者走进

该区进行探访。

构建全流程仿真平台

截至 2023年 11月 23日，成都天府国

际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 4000 万人次，居

中西部第一，跻身全球繁忙机场行列。

而国际空港经济区（东部新区片区）位于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周边的门户核心区

内。

国际空港经济区（东部新区片区）以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为依托，按照“港产城

一体化”体系建设，布局航空物流、航空维

修和制造以及航空消费与服务领域，以航

空枢纽打通临空经济的一、二、三产业链。

在民航示范区内的中国民航第二研

究所（以下简称民航二所）总部大楼内，

民航二所副总经济师、规划处处长关红

梅告诉记者，民航示范区将规划建设国

际一流的民航先进技术创新平台和重大

技术装备研发中心。示范区内未来将建

设 43 个实验室、108 个平台和 1 个验证模

拟机场。

目前，民航示范区正在建设民航生

产运行全流程仿真平台，将集成机场运

控、航司运控仿真、3D 驾驶舱飞行模拟

器、区进塔管制模拟机等系统，构建集空

管、机场、航司等多主体空地协同环境于

一体的一站式仿真平台。

民航二所空管公司副总经理侯昌波

表示，该平台是国内首套具备航班运行

“门到门”仿真能力、可实现多主体角色

沉浸式协同的仿真平台。“有了这个平

台，民航领域的诸多新技术、新理念、新

模式都可以在这里进行测试验证，极大

地提高运营效率。”侯昌波说。

按照部署，未来民航示范区内还将

建设科研开发中心、无人机中心等。“我

们正在积极招引行业内外头部企业落

地，建设民航科技创新产业链生态。”民

航二所科技处处长黄忠涛说，目前民航

示范区已与多家行业龙头企业达成合作

意向，逐步建设联合实验室。

形成优质产业生态圈

随着前沿研发机构的落户，国际空

港经济区（东部新区片区）加速吸引航空

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相关企业。

2023 年 8 月 ，《成 都 东 部 新 区 关 于

加 强 科 技 创 新 赋 能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出 台 ，首 次 提 出 加 快 将

成 都 东 部 新 区 建 设 成 为 成 渝 地 区 重

要 的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承 载 区 和 技 术 创

新示范区。

成都东部新区航空和口岸经济局企

业服务处项目负责人张婉婷说，依托民

航示范区现有载体空间和成都东部新区

国有平台载体空间，国际空港经济区（东

部新区片区）正瞄准空管、机场、航空运

输、新兴技术应用等细分领域，积极引入

民航领域的跨国企业、龙头企业及高成

长性企业，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

的民航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打造民航科

技成果转化基地。

目前，针对民航科技成果转化以及

产业链特点，国际空港经济区（东部新区

片区）从支持人才团队引入、公共技术服

务保障、降低研发资金投入、产品验证应

用等方面制定专项政策，吸引上下游企

业落地。

“ 在 产 学 研 合 作 方 面 ，我 们 正 牵

线 搭 桥 ，对 接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四 川 研 究

院 等 高 校 院 所 ，在 航 空 电 信 技 术 、航

空 油 料 安 全 、机 场 运 行 与 控 制 、机 场

运 行 安 全 、通 用 航 空 工 程 等 领 域 开 展

合 作 ，打 造 共 性 技 术 平 台 ，促 进 成 果

转化，实现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张

婉婷说。

成都国际空港经济区（东部新区片区）：

建设“港产城一体化”临空产业高地

近日，以“向实、向新、向强”为主题的 2024创投大会

在陕西西安高新区开幕。西安市委副书记、市长叶牛平

在致辞中表示，西安正在加快构建覆盖基础研究、科技

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促进

形成新质生产力，为创投机构、创投资本提供触摸现代

和未来的强大机遇。

作为西安科技创新生态的先导区，西安高新区积极

营造良好创投氛围，以“真金白银”推动科技创新，不断

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培育竞争新优势，打造高新技术产

业和制造业基地。

建设全周期培育链条

西安高新区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持续推进科技与金融互乘放大，推动科技、产业、金融深

度融合良性循环。

西安高新区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签约，双方将共建丝

路科学城工作站，为重大项目及重点企业提供全方位资

本市场服务。秦创原西安科创基金园与国中资本、开源

证券、弘毅投资等 8家机构签约，为西安高新区科技金融

发展持续加码。

“我们大力支持汽车、航空、航天电子信息、高端制

造、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发展，服务地方经济转型升

级。”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唐瑞表示，接

下来，深圳证券交易所将为丝路科学城重大项目及重

点企业提供全方位的资本市场服务，进一步促进创新

要素向丝路科学城聚集，推动西安高新区科技金融高

质量发展。

同时，西安市产业投资基金与高新金控等 8 家子基

金共同设立了一批总规模超过 200亿元的产业基金。其

中，作为西北首支“小升规”科创基金，西安高新科创繁

星基金总规模 30 亿元，首期规模 6.6 亿元。该基金明确

以“小升规”培育库内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优质企业为主

要标的，通过股权直投方式，引导和支持西安高新区中

小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为规模以上企业。

位于西安高新区的西安唐晶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龚平说：“我们从投后估值仅 6000万元的企业，跃升

为估值 6.67亿元的产业‘龙头’，每一轮的股权融资都获

得了西安高新区的支持。”

西安高新区坚持实施科创企业“育小、登高、升规、

晋位、上市”五培工程，不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已形成

“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上市企业”全周期

培育链条，吸引高瓴资本、达晨创投、深创投等近百家创

投机构深度聚焦科创企业。近 3 年来，西安高新区 175

家企业获得股权融资，融资金额 180.17 亿元；储备各类

上市后备企业 195 家，其中 133 家企业成功入选陕西省

上市后备企业库。

持续提升创新策源力

2022 年底，西安市获批建设全国第四家“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西安高新区成为“双中

心”核心承载区。西安市委常委、西安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马鲜萍表示，这得益于西安高新区雄厚的科创产业基

础和先进的科创发展模式。

在不久前举办的 2023全球硬科技创新大会上，西安

高新区发布了领航者深海光学智能导引系统、阿秒光脉

冲测量技术、铯/铷原子钟等 30项“硬科技重大突破”，高

新区的创新策源力和引领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西安高新区积极布局产业新赛道，加速推动新一代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物联网等新兴产业融合集

群式发展，落地建设了一批包括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内

的科创“利器”，催生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西安比亚迪已形成拥有 1 家千

亿级企业和 2家百亿级企业的发展规模。该公司的生产

基地成为全球重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在智能制造领域，西安高新区围绕“数字经济+”产

业培育方向，重点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西安高新区数

智产业创新基地、航弓减震材料项目等相继落地，西电

高端输变电装备制造、金波微波器件制造基地等多个项

目开工建设。

数据显示，西安高新区已布局 2个大科学装置，拥有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17 家。2023 年以来，西安高新区

新增国家级孵化器 1家、省级双创载体 8家；新增科技型

中小企业 5085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362 家，科技创新

能力进一步彰显。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支撑西安高新区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动力。“未来，我们将聚焦空天科技、光子产业、

新材料等领域，探索未来产业应用场景，推进建成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创新试验区。”马鲜萍说。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作为全国首个硬科技创新示范区，西安高新区连续

6年举办创投大会，在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培育、产

业做强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西安高新区在全国率先构建“科技研发—成果转

化—企业培育—产业壮大”创新链，综合实力稳居国家

高新区第一方阵。

近年来，西安高新区着力发展以光电子信息、汽车、

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为代表的优势主导

产业，培育形成了“55611”现代产业体系。

2023 年 ，西 安 高 新 区 生 产 总 值（GDP）预 计 突 破

3400 亿元，近 3 年实现 GDP 净增 1000 亿元，全社会研究

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达到 8%。

2023 年 前 三 季 度 ，西 安 高 新 区 第 二 产 业 增 加 值

1039.14 亿元，同比增长 11.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7.1%，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3.8%。值得一提的是，

2023 年前三季度，西安高新区先进制造业总产值增长

13.4%，在全市占比 50.1%。其中，汽车制造业总产值增

长 34%，汽车产量 61.9万辆，同比增长 20.8%。

“早在 20 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前瞻布局，支持

比亚迪在西安高新区深耕新能源汽车领域，在土地

供应、手续办理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帮助其以最快速

度抢占市场。”马鲜萍告诉记者。

2023年，西安比亚迪产量产值再创历史新高。2023

年 12 月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 10 万辆，预计 2024 年产量

可达 91万辆。

2023 年 11 月，西安高新区发布了《加速推动新型工

业化的实施意见》，加快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

色化转型升级，加速推进高新区新型工业化建设，聚力

打造西部示范、全国引领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区。

着 眼“ 顶 天 立 地 ”，打 造“ 国 之 重 器 ”。 当 前 ，西

安 高 新 区 集 聚 了 国 家 级 创 新 平 台 56 家 ，构 建 形 成

“ 新 型 研 发 机 构 — 科 学 园 — 科 学 城 ”的 多 层 次 创 新

平台体系。

下一步，西安高新区将抢抓“双中心”核心承载区建

设重大机遇，构建科技创新体系，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努

力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高新贡献。

布局硬科技 发展新产业

西安高新区培育高质量发展核心动能

图为西安高新区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生产线图为西安高新区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生产线。。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园光影园光影

近年来，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推进
产业转型，打造生命健康产业集群，助推经济发展。据介绍，目前该区健
康管理、生物工程、医疗器械等生命健康领域的企业达 30多家。图为工
人在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医疗设备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河北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打造生命健康产业集群

图为工作人员
在民航示范区内的
民航生产运行全流
程仿真平台工作。

成都东部新区
党群工作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