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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晔）记者6月7日获悉，昆山协鑫光电材料有限公

司光电储能设备生产一期项目近日在昆山高新区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

5.7亿元，建成后，将成为全球首条大规格2吉瓦（GW）钙钛矿生产线。

作为 2024 年昆山市重大项目，该项目由昆山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昆高新集团）负责，为企业钙钛矿光伏组件生产项目定制化建设高

标准厂区。项目分两期完成，一期建筑面积达 12万平方米，包括 3栋现代

化厂房和 1栋办公楼，预计 2024年底完成，2025年 3月正式交付。

昆山协鑫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9年在昆山高新区成立，隶属协鑫

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其主要从事钙钛矿光伏组件的研发、生产，在钙钛矿

光伏组件的研发和生产方面全球领先。

协鑫光电整体项目建成投产后，2027年产值有望突破百亿元。昆高新

集团总经理张梦恒表示，为了让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奔跑，昆高新集团将精

心打造多元化平台，下好金融投资、项目建设、投后管理“三步棋”；将提供

全方位服务保障，以科学化的投资管理、精细化的建设管理、优质化的企业

服务，为协鑫光电企业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不断注入“高新”动能。

全球首条大规格2吉瓦钙钛矿项目

落户昆山高新区

近日，广州开发区召开营商环境改革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广州开

发区 广州市黄埔区建设省营商环境改革试点行动方案》。这一行动方案

共推出 30个重点任务、120项改革举措。广州开发区将全力打造“产业友

好型、企业友好型、人才友好型”营商环境。

今年 1 月，广州开发区入选广东省首批营商环境改革试点。这标志

着该区继 2018年获批广东省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实验区后，再次被广东省

赋予改革先行先试的使命任务。“此次改革将紧紧围绕重点产业链、产业

要素，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融合，进一步增强产业生态凝

聚力、高端要素运筹力。”广州开发区营商环境改革局局长李永伟表示。

“目前广州开发区内已建成的各类产业载体的面积超 1000万平方米，

为区内优质企业提供了良好的产业空间保障。”黄埔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副

局长鲁勇兵表示，广州开发区引导工业园区建设一批符合制造业企业生产

需求、可实现长期稳定供给的产业载体，为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提供空间

载体支撑；针对现有工业载体与生产需求不匹配、租金高等企业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加快推出工业限价房。同时，广州开发区优化产业用地政策，

根据企业需求和产业生命周期，采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弹性

年期等方式灵活供应土地，降低企业初始用地成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在金融领域，广州开发区国资局副局长张海鸥介绍，该区搭建了

“12345”金融服务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打好助攻、做好辅助。

其中包括建立母基金引导机制，设立总规模50亿元的科技创新创业投资母

基金，通过“母基金+直投”的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

本重点投向本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种子期、初创期科技企业。

此次改革提出推动普惠型便捷化基础服务向精准化个性化增值服务

转变，打造政府服务高阶版，实施政务服务增值增效行动。例如，在服务

投资项目落地方面，园区建立项目筹建前期对接机制，提前启动要素保障

等工作，实施分期、分栋竣工联合验收，推动“引进即筹建，拿地即动工，竣

工即投产”。

广州康臣药业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主任王昌柱表示：“企业在广州开

发区扎根发展了 22年，能够直观感受到广州开发区在持续优化升级营商

环境。从最初的‘三通一平’到‘九通一平’，不仅是硬件设施的完善，更是

服务理念的升级。”

自2018年获批广东省首个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实验区以来，广州开发区已

先后推出7版营商环境改革方案，累计推出超700项改革举措，集中破解企业

和公众反映强烈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形成了一批在全国、广东全省复制推

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该区营商环境便利度连续5年获评全国经开区第一名。

广州开发区

全力建设友好型营商环境

近几个月，为解决子公司原材料需求不足的问题，

推动自身与子公司形成完善的铜产业链，内蒙古包头

稀土高新区企业包头华鼎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鼎铜业）实施了年产 10 万吨铜电解改扩建项目。

预计项目全部投产后，可实现 300 亿元的年产值，满足

未来 3—5 年包头市风电光伏产业的精铜需求，实现产

能就地转化。

今年，包头稀土高新区以企业集中、产业集聚、资源

集约的园中园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和着力点，积

极打造铝及其深加工、铜产业循环经济、新型钢材料等

先进金属材料产业链，促使产业要素高效关联，持续筑

牢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牵引带动先进金属材料发展

今年以来，包头稀土高新区向“新”发力，围绕“强龙

头、补链条、聚集群”，带动先进金属材料高端化、融合化

发展。

目前，包头稀土高新区先进金属材料产业已经形成

全新产业布局。

园区集聚了以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包头希铝）为龙头的电解铝、铝深加工以及

配套循环经济产业链；以华鼎铜业为龙头的电解铜、铜

深加工及生态经济产业链。

此外，依托包头威丰稀土电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高

磁感取向硅钢金属新材料基地，包头稀土高新区正着眼

打造以高磁感取向硅钢材料为核心的输变电产业链。

其中，铝深加工产业链产能已经达到 150 万吨。通

过近 800 米的铝水通道，包头希铝生产的铝液可直供给

包头常铝、成功铝业等下游铝深加工企业，继而生产出

电工圆铝杆、铸轧卷、铝棒、铝箔、大扁锭等产品。

围绕华鼎铜业，包头稀土高新区初步形成了“矿

产—阳极铜—电解铜—铜导体”“矿产—SO2—硫酸”

“矿产—阳极铜—冶炼渣—重选回收”等循环经济产

业链。其中，华鼎铜业已形成年产 12 万吨阳极铜、10

万吨电解铜、60 万吨硫酸的生产规模。包头震雄铜业

有限公司与华鼎铜业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互补，目前产

能达到 10 万吨。

希望园区是包头稀土高新区的园中园之一。该园

区正在打造从电解铝铜到精铝、精铜杆、板、带、箔、丝的

全产业链加工体系。2023年，希望园区实现工业总产值

429亿元。

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在包头稀土高新区包头威丰稀土电磁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0.08毫米极薄取向硅钢带生产线上，科技创新正

推动企业极薄取向硅钢系列产品跻身行业“头部”。

记者了解到，极薄取向电工钢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所

需的关键性材料。特高压交直流输配电项目建设、智能

医疗设备、5G、大数据中心等领域，都离不开极薄取向电

工钢。

“多年来，我们系统研究了极薄取向电工钢制备关

键技术，包括无底层取向电工钢制备、精密冷轧钢带板

形控制、绝缘涂层质量控制等，并对特殊工况下极薄取

向电工钢磁性能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我们开发出成

套的工艺和装备。2020 年 4 月，我们建成了国内唯一一

条从热轧卷开始的极薄取向电工钢全流程生产线。下

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扩大产能，让好技术在更大范围推

广应用。”包头威丰稀土电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负

责人张力钧说。

铜丝可以细到什么程度？在包头稀土高新区，包头

震雄铜业有限公司给出了惊人的答案：直径 0.016毫米，

相当于一根头发直径的 1/7。

记者走进包头震雄铜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

300 余台拉丝机、400 余名工人正在有序作业。目前，企

业已形成从铜冶炼到铜导体深加工的产业链，建成年产

值达百亿元的铜深加工基地。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消

费类电子、光伏、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等高端电子线缆

领域。2024年，公司预计营业收入达到 45亿元。

这些企业获得的喜人成就是包头稀土高新区以科

技赋能金属材料产业发展的缩影。

今年，包头稀土高新区将产业发展转化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最大推动力，围绕“一业一策”三年行动计

划，坚持“区域经济特色化、特色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

集群化”原则，加快建设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

业体系。

园区牢牢把握“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发展方

向，积极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不断集聚创新资源要

素、培育多元创新载体、构建创新服务体系，全力推动科

技成果转化。

推动优质项目落地

近日，在包头稀土高新区机电园区，包头亿力新能

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年产 40 万吨高性能电工钢项目

建设现场，挖掘机、工程车轰鸣作业。年产 40 万吨高

磁感取向硅钢常化酸洗生产线、16 万吨高磁感取向硅

钢冷轧生产线，以及配套公辅设施等正在如火如荼地

建设中。

包头亿力新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年产 40 万吨

高性能电工钢项目是稀土永磁电机产业配套项目，

总投资 5 亿元，有效盘活了原“年产 300 套风力发电塔

筒制造项目”旧厂房。项目利用内蒙古地区的能源

优势，着眼于高性能电工钢新材料的技术开发与制

造，致力于做大做强包头特钢基地，加速新能源产业

链升级。

企业项目负责人赵燕飞介绍：“我们主营的产品广

泛应用于稀土永磁电机装备制造行业。项目建成后，公

司可实现产值 25 亿元、亩均产值 2427 万元，带动就业

1000人。”

今 年 ，包 头 稀 土 高 新 区 树 立“ 项 目 为 王 ”理 念 ，

把 投 资 作 为 稳 增 长 的 重 要 支 撑 ，推 动 优 质 项 目 落

地 、建 设 、竣 工 、达 产 ，持 续 锻 造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硬脊梁”。

从年初开始，包头稀土高新区逐一明确每个项目

的具体开工、入库、投产、纳统时间，把每个项目的环

节进度确定到具体日期，并由此向前倒排工期。包

头稀土高新区坚持领导班子包联重大项目，每周调

度，协调解决用地预审、规划选址、环境评价等方面

遇到的问题。

包头稀土高新区园区建设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包头稀土高新区将重点在延链、补链、强链上下功

夫，积极引进建筑、装饰用铝板、电线电缆、汽车用线束、

铜箔等项目，大力发展稀土铝、稀土铜、高纯氧化铝等新

型金属功能材料，不断完善先进金属产业链，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

内蒙古包头稀土高新区：

“链式发展”造就先进金属材料产业集群

图为包头稀土高新区华鼎铜业全底吹全热态三连炉连续炼铜生产线。 受访者供图

6 月 4 日，西安高新区举行 2024 年集

中开工及竣工投产活动。园区通过一批

高质量项目的开工、投用，不断夯实产业

基础，推动西安高新区丝路科学城从一

张蓝图变成一座产城融合、蓄势待发的

科技新城。

锚定规划目标

“云巴即将开通，公司旁边的 15号地

铁明年也要开通了，这里的交通越来越

方便。”公司在恒业大道附近的韩迪见证

了丝路科学城发生的点滴变化。公司周

边的楼群越建越密、公园绿地越来越多，

路网交通更加完备通畅……“丝路科学

城就是西安的未来之城。”韩迪说，他十

分看好这里的发展。

2021年 6月，西安高新区以打造科创

新阵地为核心目标，全面启动丝路科学

城建设。历经 3年光阴，丝路科学城拔节

生长，悄然发生了质的变化。

丝路科学城肩负着培育壮大特色产

业集群、促进创新成果转化、支撑区域高

质量发展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

命。2022 年 12 月，西安获批建设综合性

科学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双

中心”），丝路科学城被确认为“双中心”

的核心承载区。

如今，丝路科学城已经从一张美好

蓝图变成现实。在中央创新区，一个个

总部经济项目陆续封顶；学校、医院、公

园绿地等优质配套设施加速建成，为丝

路科学城增添丰富内涵；四通八达的路

网拉开了这座产业新城的发展框架，“六

横六纵”交通骨架基本成形，轨道交通和

地面交通实现快速转换。

3 年来，丝路科学城紧扣“一年见雏

形、三年出形象、五年成规模、十年立新

城”战略目标推进区域建设发展。预计

到“十四五”末，丝路科学城将聚集 50 万

人口，承载 1 万亿元经济规模；到 2035

年，将聚集人口 150 万，经济规模突破 3

万亿元，带动西安高新区经济总规模达

到 5 万亿元，成为西安市经济发展的主

引擎。

“作为全国首个‘双中心’核心承载

区，丝路科学城将持续推进产业布局发

展、人才引培、科技金融支持、创新生态

营造，推动西安科技创新迈向高质量发

展新阶段。”西安高新区丝路科学城发展

中心主任申康表示。

项目建设筑牢产业基础

在 6 月 4 日举行的集中开工及竣工

投产活动上，氢能、光电子、生物医药、现

代服务等领域的 11 个项目竣工投产，总

投资 180.41 亿元。此外，25 个项目集中

开工，总投资约 242亿元，涉及先进制造、

现代服务、社会事业及基础设施等多个

领域。其中，先进制造类项目 12个，总投

资 159.59 亿元，占据开工项目数量和投

资额的半壁江山。

在此次竣工投产的项目中，西安隆

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实施的氢能总

装项目具有高科技、高成长、高附加值的

显著特点。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坐落于丝路科学城西北部，主要从事水

电解制氢设备的研发和生产。氢能总装

项目旨在打造隆基氢能行政总部、研发

总部和总装生产车间，项目建成后预计

实现年营收 14 亿元，将加快推动氢能各

领域核心技术突破以及产业化应用，有

力推动西安市氢能产业快速发展。

立足于国家“双碳”目标，面向新型电

力系统建设，西安科技产业园三期暨 5G

数字化工厂及科创研发大楼正在加紧建

设中。这一电力电子高端装备制造业项

目深度融合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满产后

可实现年产 50 吉瓦光伏逆变器、10 吉瓦

储能变流器，预计可实现年产值60亿元。

此外，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大楼已拔地而起。这是丝路科学城中

央创新区入驻的首家企业总部。它将持

续吸引相关公司落地丝路科学城，成为

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力量。

“随着西安市重点工程项目‘未来之

瞳·瞳系列’建筑项目陆续投用，丝路科

学城将加快汇聚资金、人才、信息等资源

要素，助力前沿技术研发创新，为高质量

发展赋能蓄力。”西安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马鲜萍说。

从一张蓝图到一座科技新城
——写在西安高新区丝路科学城建设 3周年之际

图为试运行期间的云巴穿梭在西安高新区丝路科学城。 受访者供图

“企业从选址落户到加速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6 月 5

日，湖北孝感高新区卓越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中心负责人聂廷波介绍了

湖北昇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成长过程。公司是孵化器首批入驻企业之

一，仅用 2年时间，该公司年营收超 1000万元，顺利“毕业”。

卓越科技企业孵化器是孝感高新区继孝感银湖科技企业孵化器以来

的第二家国家级孵化器。在这里，公共服务设施齐全，企业足不出楼即可

享受全流程服务。

目前，该孵化器聚焦新材料、新能源、智能装备、电子信息、环保技术

等领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提供全生命周期精准服务，让企业尽早

“破茧成蝶”。聂廷波介绍，卓越科技企业孵化器根据孝感区域产业发展

特点，构建“创业苗圃—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基地”全链条

孵化模式。在项目选择上，孵化器不看体量和投资规模，而是更注重与平

台的契合度及其含“新”量。

为提高在孵企业综合竞争力，激发孵化器双创活力，孵化器还携手湖

北省内各大高校，以企业新型学徒制、职业技能培训、高端人才定向培养

等方式，进一步深化产学研融合，促进高校、第三方培训机构、企业共建一

批“订单班”“冠名班”“学徒制班”，为企业输送急需紧缺人才。

截至 2023 年底，卓越科技企业孵化器有在孵企业 54 家，累计培育

高新技术企业 12 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6 家、

规上企业 2 家，协助孝感高新区引进招商引资企业 3 家。现有在孵及

“毕业”企业拥有知识产权 70 余项（含已申请未授权），提供了 1000 余

个就业机会。

“今年以来，孝感高新区积极与高校联动，选聘创新创业导师、深化产

学研合作，努力提升创新创业服务能力水平。”孝感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孝感高新区通过推动创建企业孵化平台，完善全过程“贴身”服务举

措，开展“揭榜挂帅”技术攻关，带动一批创新“金种子”从初创科技企业拔

节生长为高新技术企业，也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样品变为产品、商品，形

成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湖北孝感高新区全流程服务

助科技企业孵化“毕业”

◎本报记者 吴纯新 通讯员 吴 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