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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数字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近五成

坚定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

“中国地镜”大科学装置、高产高蛋白宜机收玉

米……11 月 28 日，位于中国光谷高新大道的武汉产

业创新发展研究院（简称“武创院”）展厅中，一项项

科技创新成果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观看。

作为湖北省、武汉市重点打造的新型研发机

构，武创院正式运行两年多来，一直努力探索科技

成果转化的新路径、新模式，孵化、赋能 200 余家科

技企业，集聚国内国际创新创业人才 700 余人。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

对 科 技 创 新 和 产 业 创 新 融 合 提 出 了 更 为 迫 切 的

需求。

武汉拥有高校 92 所、在校大学生 130 多万人，是

全 国 三 大 智 力 密 集 区 之 一 。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2024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全球百强科技创

新集群中，武汉居全球第十三位；在中国城市科技

创新集群中，武汉居第五位。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乃

至全球科技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遥望太空，“武汉一号”卫星发射升空；极目楚

天，在全国率先设立低空共享无人机应用示范区；

11 月 19 日，武汉入选首批“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

用试点城市……

从技术研发，到产业集聚，再到全球合作，武汉

建成数字经济产业园区 30 个，数字经济规模占武汉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48％，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

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目前，武汉正聚焦“光芯屏端网”新一代信息技

术、汽车制造和服务等 16 条重点产业链，以及未来

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等 13 个未来产业细分赛

道，加快布局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构建体现武汉特

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未来，武汉将积极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扎

实推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科

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高地。

在武汉阳逻港二作业区，工作人员坐在港区中控

室里，轻点鼠标、操纵手柄，就可以将一个个集装箱稳

稳地放到集装箱卡车上。

如今，阳逻港开通国际直航航线 5 条、各类集装箱

航线 35 条、多式联运通道 42 条，构建了“覆盖湖北、通

达全国、辐射世界”的航线网络，成功跻身世界内河港

口第一方阵。

作为我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综合交通枢纽，武汉

以获批开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为契机，提出全力建设

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和“五型”国家物流枢纽，积极融入

“全国 123 出行交通圈”和“全球 123 快货物流圈”，打造

新时代“九州通衢”。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依托 2 小时高铁圈及 1.5 小时

飞行圈，累计开通国内国际航线 200 余条，基本形成

“洲际连通、亚太通畅、国内畅达”的航空运输网。

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累计开通国内国际货运航线 81

条，基本形成“一夜达全国、隔日连世界”的快货物流

圈，助力“武汉造”产品走向世界。

中欧班列（武汉）国际通道累计达 56 条，辐射欧亚

大陆 40 个国家和地区、118 个城市，“武汉造”产品搭乘

中欧班列（武汉）走向世界。

为发挥好交通区位优势，促进物流、人流、资金流、

信息流融通，更好融入和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武汉提

出，做大枢纽能级，做强枢纽贸易，做实枢纽产业，高水

平建设枢纽经济示范区。

武汉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市进出口总

额 2908.50 亿元，同比增长 16.8%，外贸增速位居全国

第三。

围绕发展枢纽经济，武汉正大力推进口岸和开放

平台建设，更深层次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奋力打

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11 月 19 日，在长江武汉双柳段，武汉生态志

愿者们观察到 3 头长江江豚正追逐嬉戏。如今，

这里的长江江豚数量已突破 20 头。

长江江豚的“诗意栖居”，是武汉探索生态

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的生动注脚。

近年来，长江武汉段水质已稳定保持Ⅱ类，

这是武汉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和流域综合治理

的“结晶”。目前，武汉已累计完成 1839 个长江

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武汉市江夏区灵山矿区在生态系统生产总

值（GEP）核算及运用方面交出亮眼成绩单。近

5 年来，经过生态修复治理，灵山矿区的植被覆

盖 度 从 51.8% 提 升 至 63.4%，灵 山 矿 区 GEP 达

2.58 亿元，较修复前增长一倍多。

11 月 16 日，武汉部分地区开始集中供暖，这

些热源来自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武昌热电分

公司的发电余热。从昔日使用燃煤锅炉，到运

用清洁高效的天然气，再到利用余热构建“智慧

热网”，带动周边写字楼、住宅小区共同参与降

碳，一个碳中和生态经济圈正加速形成，可帮助

武汉年均减少碳排放量超过 10 万吨。

近年来，中国宝武武钢集团投入百亿元实

施全流程清洁化、循环化、低碳化技术改造。如

今，俯瞰厂区，用煤不见煤、用矿不见矿、运料不

见料，这里已成为一座现代化花园工厂。

在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特斯联智慧产业

园“智慧大脑”大屏上，园区每台设备运行的耗

能排放情况一目了然。园区屋顶、车棚顶架设

约 5000 平方米的光伏板，每年可自发电量 36.5
万度，年均碳减排 273 吨。

在武昌区中碳登大厦，260 家涉碳机构和企

业集中入驻，带动各类金融要素向长江中游城

市群集聚，让绿色资源变资产。落户武汉的中

国碳排放权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着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简称“全国碳市场”）的注

册、登记、清结算等职能，截至 11 月 28 日，全国碳

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 5.48 亿吨，累计成

交金额超 350 亿元。

阔步新征程，武汉正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

护和绿色低碳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城市典范，让“云在蓝天水在城”的秀美画卷更

加生机盎然。

当前，湖北省武汉市正加快推进“三个优势转化”，即加快把科教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把交通区位

优势转化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枢纽链接优势、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重塑新时代武汉之“重”，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武汉篇章，为湖北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

作出更大贡献。

“铁水公空”协同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枢纽链接优势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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