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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一家亏损

严重、濒临倒闭的江阴小厂，发展成为国内最

大、跻身全球前四的集成电路封测行业排头

兵。其如何实现的“弯道超车”？公司董事长王

新潮说：“不创新，毋宁死。”

业内人士都了解，由于我国集成电路产业

起步较晚，发展一直较为滞后，而芯片封测则

属于劳动密集型与技术驱动型相结合的行业，

简单说就是给芯片“穿衣戴帽”，适合我国企业

深耕。

40 多年来，作为国内半导体制造行业中为

数不多的几家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

术企业之一，长电科技专注做封测，在国际业界

具有很高知名度。

2003 年 ，企 业 遭 受 到 市 场 冲 击 ，濒 临 倒

闭。长电科技开始“二次创业”。他们以“壮

士断腕”的决心，果断调整产品结构。当年，

就将老产品产量大幅缩减，新产品片式器件

扩能 10 倍以上。

紧接着，在国家产业政策、重大专项等支持

下，长电科技立足自主创新，构思和布局技术和

产品，引进高端人才，完善激励机制，瞄准关键

核心技术，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整合上下游企

业，持续打造产业链。

经过几年努力，企业起死回生。集成电

路封装 WL-CSP、TSV、SiP 三大主流技术与世

界先进水平接轨，在超小型分立器件上打破

了国外技术“壁垒”。如今，长电科技已拥有

国家级技术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和我国第一家高密度集成电路国家工程实

验室，引领带动着我国集成电路封测产业的

发展和升级。

2015 年 8 月，长电科技凭借实力，成功并购

了当时全球第四大封装测试企业新加坡的星科

金朋，一举跻身世界半导体封测行业第四位，成

为我国封装测试领域第一个实现“走出去”的企

业。收购星科金朋，看中的正是他们在全球领

先的先进封测技术以及高端客户资源，而收购

完成后，两家合计专利将近 3500项。

长电人说，“创新不是一味闷头求变，而是

要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相结合，始终紧跟

国际先进技术发展趋势。”

弯道超车 从濒死到跻身全球前四

凭借 6项发明专利、200项实用新型专利，世

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建设单位采

用了无锡雄宇重工集团自主研发、技术国际领

先的智能特种作业平台。这家原来仅仅生产低

端吊篮、擦窗机的传统制造企业，产品能够快速

走向高端，应用于国内外多个重大工程，引领世

界高处作业吊篮业的潮流，其奥秘就在于坚持

走自主创新发展之路。

而像雄宇重工这样的企业无锡有一大批，

它们凭借技术创新，把握当今产业发展方向，立

足自身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深入实施科技创

新，跳出市场“沼泽地”，在新常态下产业转型升

级中，演绎了一段段精彩的“创新故事”。

他们靠什么应对提速“拐点”
——无锡企业新常态下角力产业转型升级

经过多方比较和筛选，郑卫国毅然放弃国外公司的优

厚待遇，来到无锡惠山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开始了

创业。“在这里，创业服务中心所提供的全方位的服务，让我

很快实现了创业梦。”郑卫国说。

像郑卫国这样从海外归来的创业成功者，在无锡惠山

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已有一大批，他们带回国际领

先的技术、先进的管理和经营理念，在生物医药、电子信息、

石墨烯新材料、光电、智能制造等领域，有的技术处于国际

领先，有的已成为行内“单打冠军”。

成立于 2006 年的无锡惠山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

心，经过 10多年发展，已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国家专利（无锡惠山）展示交易中心、国家级国际技术转移

中心、国家火炬无锡惠山石墨烯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新

创办的惠创众创空间，获批为国家级众创空间。

记者了解到，这个创业中心现有孵化载体 10.68万平方

米、产业化载体 10.4 万平方米。至今，累计引进长江学者、

国家“千人计划”人才、国家“百人计划”人才、国家“青年拔

尖计划人才”等近百人。

由于强化招才引智工作，企业集聚效应突出，产业更是

有特色。目前，已引进培育石墨烯企业、智能制造企业、光

电企业 169 家，累计拥有 398 项授权知识产权和 80 多项发

明专利。去年，技工贸收入实现 28.9亿元，其中工业开票收

入 3.1亿元，服务业开票收入 25.8亿元。

除此，创业中心与华中科技大学无锡研究院合作共建

无锡惠山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平台，机床加工、汽车发动机铸

造件生产、光伏产业、视觉测量、机器人制造执行系统和软

件职业技术培训等六大应用方向，为无锡乃至长三角智能

制造企业提供了自动化系统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撑。

无锡惠山创业中心：
“让他们在这里圆梦”

走近加速器

无锡有着深厚的创新传统，也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

力。近年来，无锡科技系统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奋

斗目标，着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实现了新一轮转型升级；

扎实推进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不断提高区域创

新能力。在无锡处于负重爬坡的关键阶段，科技创新起到

了“四两拨千斤”的特殊作用。5 年来，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 2.58%提高到 2.82%，万人发明专利拥

有量由 7 件增加到 31.4 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比重由 36.7%提高到 43.4%，科技进步贡献率由

57.8%提高到 63%，均居全省前列。

无锡已走到了产业选择的关键一步。尽管取得了一些

新突破，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创新思路和创新模式，但

与全国的先进城市相比，无锡的科技创新工作仍然存在一

些困难和问题。创新资源集中、创新产出较高的重点大学、

科研院所较少；科技创新面临着产业选择，创新的重点和主

导方向亟须明确；作为无锡经济发展主体的中小企业生产

经营普遍承受较大压力，自主创新能力偏弱、竞争力不强；

人才引进培育与产业强市需求仍有差距，新旧动能转换尚

需加快推进；尽管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意识有所增强，但企

业科技机构、科技人员落后于企业数量的增加，企业研发能

力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的矛盾仍然存在；战略性新兴产业

领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投入仍显不足。

自主创新是实现无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我们将

进一步增强问题导向和忧患意识，正视矛盾，直面问题，努

力在今后工作中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让全社会创造活

力竞相迸发、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找准短板
走好产业选择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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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强，则产业兴；创新强，则后劲足。在地方经济转型发展的大考中，产

业该如何提速增效？

濒死的封测小厂跻身全球前四；百年国有棉纺厂变身“智能工厂”；石墨烯

立体工厂悄然崛起……在江苏无锡，一大批创新企业正努力探寻答案。

凭借创新发展的新理念，看准当今产业发展的新方向，立足自身产业基础

和比较优势，他们努力跳出市场“沼泽地”，下好产业转型升级的“先手棋”，演

绎出一个个精彩不断的无锡“创新故事”——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讯员 吴伟新

江苏江阴长电科技组装车间装片区域，作业员在操作装片机台进行作业。 新华社记者 李响摄

stdaily

走进无锡一棉的智能车间，湿热和嘈杂一

如往常，但纺纱机前不见了成排的纺织女工，一

名女工可看管 30 台机器。这个由 9 万多个传感

器、28套信息系统组成的智能车间，可以实时监

控生产状态、产品质量和能耗情况。无锡是国

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领先的技术，完善的产业

链，为无锡一棉——这家有着百年历史、正处于

负重爬坡中的国有企业进行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去年，无锡一棉紧盯“智能化、绿色化、服务

化、高端化”，加快把企业打造建成一个生产设

备互联互通、生产过程实时调度、物料传送自动

化、产品信息可追溯、车间环境智能监控、资源

消耗智能监控、设计开发与生产联动协同的智

能化纺纱工厂。

10 年前，每 1 万纱锭要用工 300 人，目前大

部分企业已缩减到 100 人左右。而无锡一棉通

过对工厂的智能化改造，只需要 20 人左右。络

筒成品质量在线监测系统，通过大屏幕，可以让

每一个员工根据产品实时监控来调整工作状

态，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保障了产品质量。

作为传统制造业的代表，纺织行业量大利

薄、销量高利润少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如何增

效？“通过技改上高端项目，优化管理提高效率，

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有效方法。”无锡一棉党委书

记、董事长周晔珺说。

正是由于重视加大技改投入，加快技术创

新，加速研发高档产品。现在，无锡一棉在行业

中不仅技术领先，而且管理领先。通过全员参

与精细化管理，仅去年一年，就压降了生产成本

100 万元。他们自主研发的高档面料虽然价格

比同行高 10%—15%，但由于质量过硬，很多国

际一线大牌都成为了他们的长期客户。

两化融合 百年老国企焕发新活力

春节后，一座 10万平方米的大型“石墨烯立

体工厂”，在中国碳谷科技公司江阴基地悄然建

成，今年将全面投入使用。目前，当地政府也正

与公司一起规划设立二维世界小镇，要建成国

际有影响力的“四基地一中心”，让石墨烯从概

念真正走向应用。

石墨烯和云母都是层状矿物质二维材料，

其结构类似于合成云母。多年前，碳谷科技公

司首席专家戴加龙凭借其 20年的二维材料开发

和生产经验，萌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既然能人工

合成云母，就一定能制备石墨烯。于是，他们开

始了艰难探索。

先后试制了 40 多套工装设备，尝试了业界

普遍采用的多种石墨烯制备方法，但始终未能

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后来，他和团队又将云

母片生产中产生的灵感“嫁接”进去，但上千次

试验后，产品仍然存在着固含小、产率低、能耗

大、稳定性差的技术缺陷。

就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一个偶然的

机会使戴加龙终于研发了一套名为“微机械剥

离工艺”的工业技术。这一世界领先的剥离技

术解决了长期困扰石墨烯产业的“定性不能定

量”难题，并且产率高、工艺线路短、能耗小、成

本低，产品品质优良、质量稳定。

目前，公司石墨烯中试线已经搭建完成，产

品开始进入动力电池、防腐涂料、高强度复合纤

维材料、防辐射复合纤维材料等多方面应用。

去年，碳谷科技与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签约共建

了石墨烯研发与应用联合工程中心。

他们与科技开发院江苏分院等联合研发的

石墨烯强化光催化氧化技术，去年通过中国环

境科学学会组织的国家级鉴定，其产品石墨烯

光催化网目前已经进入批量生产，并在河道黑

臭水治理中发挥作用；与海洋化工研究院联合

研究的石墨烯涂料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涂料中

加入该公司制备的高品质石墨烯后，吸附性、耐

久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锌粉含量降低 35%，防

腐涂料比重降低 30%，与其他公司生产的石墨烯

相比具有更好的兼容导电性和透波性。

今年起，碳谷科技江阴基地将启动建设石

墨烯先进防护材料生产基地、石墨烯新能源高

性能储能材料生产基地、石墨烯新型高分子复

合材料生产基地、石墨烯新型环保材料产业基

地、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合作石墨烯产业应用研

究中心等，让石墨烯从概念走向应用，引领我国

石墨烯产业的发展。

艰难求索 石墨烯从概念变身“立体工厂”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 讯 员 郭晓洪 高 佳

无锡市科技局局长 吴建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