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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禹涵 通讯员于秋瑾）记者 10 月 12 日从西

安高新区获悉，位于该区丝路科学城的陕西空天动力创新中心项目

主体完工，计划 2024年 12月底前投用。

陕西空天动力创新中心项目占地78亩，总投资约7亿元，由陕西空

天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陕西空天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是空

天动力陕西实验室的核心，该实验室由11家在陕西从事空天动力科研

与生产的高校、研究院所、企业发起建立，致力于打造一支在空天动力领

域“立足陕西、服务全国、面向全球”的战略科技力量。

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任俊峰表示，项目围绕航空宇航、材料

与制造、空天能源、智能控制、基础与共性技术等五大方向，打造“五

链融合”的空天动力产业生态圈，解决一批空天动力领域基础性重大

科学问题，建设一批标志性旗舰样机，孵化一批高科技企业。

据了解，陕西空天动力创新中心项目建成后，将打造产学研用一

体化的高新技术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搭建技术转移转化、协同创新研

发等四大功能平台，构建航空动力创新中心等七大技术创新中心和

一个高端人才智库，建设陕西省通航/无人机动力重点实验室等一批

试验装置，培育多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形成生产集中、配套完善

的现代化空天动力产业集群。“这一项目预计年产值达 15亿元，年税

收 1.5亿元，带动就业超 5000人。”任俊峰说。

西安高新区

建设空天动力创新中心

科技日报讯 （记者魏依晨 通讯员胡家辉）记者 10 月 12 日从江

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该厅公布的全省 2024 年度省级“数字领

航”企业名单中，9家企业入选。其中南昌高新区 3家企业上榜，分别

是南昌华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双胞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中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据了解，南昌华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3 月落户南昌高

新区，仅用 5年时间，便建立了南昌研发中心、第一及第二制造中心、

千亿配套产业基地、千亿品牌物流结算中心等。双胞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是一家全国性大型农牧集团，致力于饲料研发与制造、生猪

养殖、粮食贸易、金融服务等业务。公司总部于 2008 年迁至南昌高

新区。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 GMP认证企业、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和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也是制药行业中唯一拥有两个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的企业。

目前，南昌高新区获得 3 项国家级数字化转型示范荣誉，6 个项

目获评省级“5G+工业互联网”应用示范项目，10 家企业获得省级智

能制造标杆企业称号。高新区力争两年内打造“数智工厂”15 家及

“小灯塔”企业 20家。

南昌高新区3家企业

获评江西省“数字领航”企业

9 月 20 日，无锡高新区管委会官网公

布了一组数据：今年 1—8 月，无锡高新区

完成进出口额 2532 亿元，同比增长 10%，

占全市外贸进出口额的 50.7%。其中，高

新区 8 月单月进出口额 379.9 亿元，同比

增长 25.4%……进出口综合数据的增长

成为无锡高新区对外开放水平提升的重

要体现。

今年以来，无锡高新区加强企业培

育，发挥开放平台、口岸、载体、枢纽综合

等方面的优势，不断提升国际合作的层次

与水平，推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培育有活力的外贸主体

为推动区内外贸企业蓬勃发展，无锡

高新区通过搭建创新合作交流平台、建立

专班专人服务体系等举措，破解创新链、

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难题，培育一批

涵盖电子消费产品等领域的优势产业集

群，高新区企业实力不断提升。

位于无锡高新区的菲尼萨光电通讯

科技（无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8 月，

专注于光通讯设备和元器件的生产。作

为美国独资企业菲尼萨的全资子公司，菲

尼萨光电通讯科技（无锡）有限公司生产

的产品处于业界领先水平。今年以来，该

公司持续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不

断提升自身实力，取得了良好成效。“我们

今年订单持续增长，累计进出口额 107 亿

元，增长 113%。这得益于无锡高新区为我

们提供的良好营商环境。”菲尼萨光电通

讯科技（无锡）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闻泰科技（无锡）有限公司也是无锡

高新区外贸企业的佼佼者之一。该公司

于 2019年在无锡高新区成立，是一家以计

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为主的企业。

2021 年，公司入围 2021 江苏民营企业 200

强名单和 2021 江苏民营企业制造业 100

强名单。近日，公司已争取到超聚变服务

器内销订单，进口原材料超过 4亿元。

在无锡高新区这片热土上，越来越多

的企业通过提升自身硬实力，积极适应国

际市场变化，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入开拓

新兴市场，持续培育对外开放强磁场。

全讯射频科技（无锡）有限公司、无锡

阿尔卑斯电子有限公司、无锡村田电子有

限公司、捷普科技（无锡）有限公司等企业

凭借其强大的竞争力和独特的优势，不断

拓宽国外消费市场，成为无锡高新区“走

出去”战略的重要支撑。其中，全讯射频

科技（无锡）有限公司今年新增的业务订

单中，外贸增幅 80%以上。

出台有效果的服务政策

当下，无锡高新区着力打造有效果的

服务政策体系，通过扩大制度型开放贸

易，为企业带来便利，高新区竞争力持续

提升、对外开放基础不断夯实。

为了增强园区外贸活力，无锡高新区

抢抓机遇，实施一系列跨境电商激励政

策。一方面，无锡高新区通过便利化措

施，持续激发跨境电商发展活力。另一方

面，高新区积极推动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

易、“网购保税进口+实体新零售”、保税维

修等新业态新模式。得益于这些政策的

支持，仅在今年 1—8 月，无锡高新区跨境

电商进出口总额已达到 14.94 亿美元，同

比增长 76%。

此外，无锡高新区持续出台多项措

施，放大特色口岸竞争优势。高新区先后

与海关、机场开展战略合作，在加密韩国

货运航线至一周七班的同时，还启动运营

江苏首条拉美航线、无锡首条洲际货运航

线——墨西哥货运航线。同时，无锡高新

区将机场一楼政务厅冠名“新吴厅”，并向

149家重点企业发放机场贵宾卡。为了加

强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拓展特色口岸服

务，无锡高新区还通过做大“指定口岸+冷

危化工品”进境口岸业务、支持申报进境

水果口岸资质等手段，打造区域开放型经

济发展新典范。

无锡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新吴区委书

记崔荣国表示，接下来，无锡高新区将强

化优势产业集群“磁吸力”、释放制度型开

放“创新力”、提升高水平开放“专注力”，

持续优化高效开放的贸易环境和服务，不

断巩固拓展国际市场，为外贸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无锡高新区推进区域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纯新 通讯员刘
元金）10 月 13 日，记者从湖北黄石大冶湖

高新区获悉，高新区日前发布《黄石大冶

湖 高 新 区 高 质 量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24—2026）》（以 下 简 称“ 三 年 行 动 方

案”），旨在以改革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培育新质生产力，为打造武汉都市圈核心

区重要节点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湖北实践大冶篇章作贡献。

黄石大冶湖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三年行动方案”遵循系统性、实用性、开

放性原则，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高新

技术产业为核心，引导和促进产业、技术、

人才和资本等创新要素聚集，培育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群体，带动相

关产业集群发展。力争到 2026年，黄石大

冶湖高新区形成 300亿元级新能源与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集群、200 亿元级生命大健

康产业集群和 100亿元级光电子信息产业

集群。

按照“三年行动方案”的规划，黄石大

冶湖高新区将立足现有基础，实施相关举

措推动高新区产业和综合实力跃升；实施

产业集群优化行动，做大做强主导产业，

改造提升优质传统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

业，完善供应链平台体系，加快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实施科创能级提升行动，坚

持以“用”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项目

为载体，推进科创供应链平台建设，引育

高层次科技人才，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

力；实施绿色低碳转型行动，构建绿色制

造体系，打造绿色低碳园区。

同时，黄石大冶湖高新区将实施改革

治理深化行动，持续推进营商环境优化、

科创供应链体系建设等重点领域改革，建

立健全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体制机制，破解高质量发展难题。

此外，黄石大冶湖高新区将实施产

城融合发展行动，按照“产城融合、宜业

宜居”理念，推进城镇和产业“双集中”，

加快城西北和攀宇产城融合示范区、园

区公共服务中心、社区邻里中心、核心商

圈、现代物流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积极

推进多式联运工作，优化提升城市功能

品质。

“‘三年行动方案’是任务书、路线图、

时间表，也是引领黄石大冶湖高新区高质

量发展的行动纲领。”黄石大冶湖高新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力争到 2026 年，黄石大

冶湖高新区核心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400

亿元，规上工业企业数达到 180家，主导产

业营收占比达到 70%，战略性新兴产业占

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30%，高新技术

企业达到 320 家，省级以上研发机构达到

50家，园区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湖北黄石大冶湖高新区发布“三年行动方案”

国庆假期过后，在位于天津的天开西青园内，生产一线一派忙碌
景象。天开西青园是天津着力打造的科创园区天开园的西翼拓展
区，是承接天开园核心区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落地的主阵地，
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生物医药、生命健康等产业。图
为在中科纳美（天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线上的员工进行包装
作业。 新华社记者 李然摄

天津天开西青园：

企业订单旺 车间生产忙

1 秒钟，10 亿亿次的浮点计算，匹敌 5

万台高性能通用计算机的算力……在郑

州高新区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记者

看到这里部署的新一代高性能“嵩山”超

级计算机。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是全

国第 7 家获批建设的国家超级计算中心，

也是郑州高新区布局算力产业的“点睛

之笔”。

在郑州市举行的 2024 中国算力大会

上，郑州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王德敏表

示：“我们以 3 年总额 5000 万元的政策性

支持，鼓励算力应用与创新研发，打造算

力网建设样板工程。”

近年来，郑州高新区为落实国家“东

数西算”战略，围绕解决算力供需不均衡、

算力使用门槛高等核心问题，重点发展算

力产业、人工智能产业，建设城市算力网

实验场，加速汇聚新质生产力。

加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

在郑州高新区，产业集群加速汇聚，

新型基础设施正在布局。

如今，郑州高新区和新华三集团携手

打造的图灵小镇已成规模。小镇规划面

积 2.77 平方公里，吸引了郑州人工智能计

算中心、360智算中心等入驻。“360智算中

心全部建成后，将拥有超过 5万台服务器、

2000P 的智能算力，服务中原地区 2 亿用

户、上万家企事业单位。”360 智算中心运

营负责人樊垚圻介绍。

王德敏表示，郑州高新区率先认识到

算力网络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对数字经济

发展的支撑作用。依托区内丰富的科创

资源、完善的孵化体系，郑州高新区投资

3000 多万元，委托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南

京未来网络等单位，建设了全国首张跨区

域、多权属的算力网。

在位于郑州高新区的中国联通中原

数据基地，记者看到机房内红点闪烁，一

排排计算机平稳运行。基地承载了河南

省政务、金融、工业等信息化平台，同时也

是辐射全国互联网应用的核心枢纽。

郑州高新区已成为河南省数据存储

运算的“大机房”，不仅建成了国家超级计

算郑州中心，还吸引了三大数据中心相

继 落 地 ，为 算 力 网 建 设 提 供 了 有 力 支

撑。此外，高新区集聚一批电子信息企

业，形成了较好的产业配套生态和较强

的算力需求。同时，郑州高新区还打造

智慧城市实验场，围绕城市管理、市场监

管、社会服务、政务服务等开放了 42 个应

用场景。

塑造算力网络示范样板

8 月底，在 2024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

博览会上，国家数据局发布了首批25个“全

国一体化算力网应用优秀案例”。其中，由

郑州高新区管委会携手商周（河南）算力技

术有限公司申报的“打造算力网实验场 加

速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案例成功入选，

这也是河南省唯一入选的优秀案例。

不久前，在 2024 中国算力大会“超算

互联网分论坛”上，国家超算互联网和郑

庆哈城市算力网正式宣布互联互通。郑

庆哈城市算力网实验场是郑州市围绕“东

数西算”战略工程、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

算力网建设展开的一系列创新探索。王

德敏介绍，郑庆哈城市算力网实验场旨在

打造以庆阳、哈密为算力电力供给站、郑

州为算力中继站的“三角”数算电融合体

系，充分发挥国家枢纽节点带动作用、绿

色能源降本增效作用、中部城市市场拓展

作用，为非枢纽节点城市在算力网建设方

面树立典范。

目前，由郑州高新区打造的郑庆哈城

市算力网实验场首个示范项目——郑高

新全域算力网一期正在积极推进。一期

项目一方面以“安全、标准、运维、运营”四

大体系为支撑，谋划建设“算力调度、新型

网络、算力网经营管理、仿真推演与决策”

四套系统；另一方面，通过“入园+入企+入

校+入户”的实践路径，协同辖区高校及生

活区、产业园区、重点企业，率先在河南工

业大学、863中部软件园打造样板示范点。

未来，随着算力网络的广泛应用和不

断发展，郑州高新区将持续激发数字经济

新动能，培育数字经济新优势，为区域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探索融合发展创新业态

日前，郑州高新区发布《郑州高新区

支持算力产业发展的十条措施》（以下简

称“算力十条”）。郑州高新区经济发展部

部长黄光介绍，“算力十条”面向区内企

业、科研机构及高校、大型企业、区外企

业，对于通过调度平台购买智算和超算算

力资源、产品或服务的，按照实际结算金

额给予 3%—30%不等的财政补贴，同一主

体每年最高支持额度累计达 200万元。若

累计申请金额超过限额，则按照交易发生

时间先后顺序兑付，兑完即止。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郑州高新区算

力产业正在加速集聚。高新·数算产业园

是郑州市算力产业发展的载体，这里配备

了产业总部、研发中心、数据中心等。该

产业园负责人张小翠介绍，园区以算力产

业发展为核心，依托郑州市数字和超算发

展基础，综合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

等数字化技术，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目

前，产业园已吸引郑好融、华为云等项目

入驻，下一步将构建计算、算法、软件开

发、用户服务及运营推广等多元融合的产

业生态体系，打造河南省乃至全国算力产

业发展高地。

“郑州高新区将着力把算力运营调度

平台打造成为类似于淘宝的算力服务平

台，让算力资源如同水电一般即取即用。”

郑州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郭

程明表示，通过“算力十条”，郑州高新区

将鼓励更多的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师生

利用算力进行创新研发，实现政产学研用

协同发展，推进数算电融合，将高新区打

造成为全国领先的算力产业发展高地，有

力支撑郑州市“算力之城”建设，彰显国家

高新区先行先试、创新实践的使命担当。

郑州高新区：打造算力产业创新高地

科技日报讯（刘侠 记者滕继濮）记者 10月 13日获悉，在四川成

都举行的首届天府人工智能大会上，四川机器人大脑创新中心落地

成都高新区。该中心由天府绛溪实验室、成都鼎桥通信技术有限公

司等共同组建，是四川省首个自主研发机器人大脑创新中心。

下一步，四川机器人大脑创新中心将聚集相关领域科技创新与

人才资源，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前沿技术为驱动力，以自主研发机器

人大脑产品为核心，支撑具身智能机器人整机产业链发展。中心将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科技研发、工艺创新、成果转化等，不断形成

具有竞争优势的创新技术，力争打造成为机器人产业人才汇聚与培

育的智创发展高地。

据悉，成都高新区已聚集 311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44个大模型

算法通过备案。未来，成都高新区将抢抓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重

大战略机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重点在算力基础设施、人工智能

硬件、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六大领域取得突破，把高新区打造成为国家

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的

核心区。

机器人大脑创新中心

落地成都高新区

图为郑州高新区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 受访单位供图

图为工作人员在无锡高新区外贸企业内忙碌。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