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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嘉 兴

南湖高新区
发力新质生产力“赛道”

近日，浙江嘉兴南湖高新区 （嘉兴科技城） 正式发布槜李知识湖区规
划，提出打造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三链融合的长三角知识经济高地，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2003年，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正式落户嘉兴，成为浙江第一个校地合作
共建的科创人才平台。嘉兴科技城以此为契机加速建设进程，经过20多年
发展，已成为长三角一颗璀璨的科创明珠。

嘉兴科技城已累计引进高能级创新载体12家，建成国家 （省、市） 重
点实验室、省级工程中心13个，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企业研究院
160多家，集聚高端人才 3000余人，成为了浙江省创新指数最高的地区之
一。这里不仅迅速吸引了大批高端人才集聚，通过孵化人才项目，还涌现
了一批上市科技型企业，如斯达半导、昱能科技、博创科技等。

科技型企业对生产和研发环境要求很高，尤其是它们在进一步做大做
强之时，更需要优质的软硬件环境。

全面启动建设槜李知识湖区，正是嘉兴科技城进一步优化环境，发力
新质生产力“赛道”迈出的重要一步。嘉兴科技城相关负责人介绍，槜李

知识湖区处于亚太路科创带这条“科创金脊”的腰部核心，将聚焦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更加侧重企业研发创新，让创新与产业结合更加紧密。今
后，槜李知识湖区将着重引进打造企业总部研发中心，成为科技型企业的
研发集聚区，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

最近，嘉兴科技城签约引进了30个项目，其中8个高端制造业项目、7
个高层次人才项目。

总投资 8 亿元的工业水下机器人项目专注于高端海洋装备研发制造，
就将落子于此。投资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嘉兴科技城地处长三角的中心地
带，拥有发达的交通、宜居的环境和丰富的人才储备，能够助力入驻企业
在槜李知识湖区发展壮大。

面对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南向拓展带建设等
多项国家战略机遇叠加，嘉兴近年来进一步强化融沪联杭作用，加速构建“沪
嘉杭”一体化的世界级城市群，努力从“制造大市”迈向“智造创新强市”。

作为嘉兴推进智造创新的重要平台，嘉兴科技城拥有国家双创示范基
地等“国字号”名片，连续4年获浙江省创建类高新区第一名，连续3年位
列省级以上高新区综合排名前五强，嘉兴南湖微电子产业平台在全省20个

“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中综合排名继续保持在第5位，仅去年就新增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在科技创新上积累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今后，嘉兴科技城将持续释放“科研+产业”双引擎优势，抓好清华柔
电院和中国特检院的两大国重实验室建设，实施微电子产业强链补链工
程，建设槜李知识湖区等，为高能级科创平台、高科技企业、高技术人才
提供更充沛的资源、更优质的服务，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进一步促进高质
量发展。 （许冰洲 王靖聪）

推动核电创新 合力迭代

在广东深圳东部的排牙山脚下，
大亚湾之滨，坐落着灰白色的建筑
群，其中几栋圆柱形外墙、水泥穹顶
的高大建筑，格外引人瞩目。两条长
长的防波堤从建筑群左右两侧的岸边
伸展出，像两只有力的臂膀，拥抱着
一大片碧蓝的海水。这里就是大亚湾
核电站。

作为中法核能科技合作的硕果，
大亚湾核电站开创了中国大陆百万千
瓦级的商用核电站发展的历史，为中
国后续的核电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也见证了两国携手推进核能科
技创新、建设核电产业的一段佳话。

1978 年 12 月，中方宣布引进法
国核电技术和装备，随后开始了紧锣
密鼓的前期筹备工作。1982年，国务
院批准采用法国核电技术和装备建设
大亚湾核电站，由此开启了中法核电
科技工作者通力合作，建设大亚湾核
电站的历程。中方在引进全套法国核
电工程装备和建筑材料的同时，还邀
请以法方为主的一大批国际核电工程
专家，莅临大亚湾核电建设基地，现场
指导工程建设。经过约 7 年奋战，大
亚湾核电站终于建成。

为做好大亚湾核电站建成投产后
运行工作，中方派出100多名技术人
员赴法接受培训，学习核电站运行、
维修、管理知识和经验。“培训是采
用一师一徒制、影子教学方式进行
的，也就是说一名中国学徒像影子一
样跟着一位法国师傅，形影不离地学
习、训练。我们既学到了知识，也与
法国师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中国
核学会副理事长贺禹在回忆自己当年
赴法学习的情形时这样说。这段在法
学习的经历使贺禹和同伴们获得了丰
富扎实的核电站运维、管理方面的知
识和经验，助力他们迅速成长为中国
核电科技和核电产业领域的专才，加
速了中国核电事业发展进步。

进入新世纪，中法在核能科技领
域再度携手，共同建设了采用欧洲先
进压水堆 （EPR） 第三代核电技术的
广 东 台 山 核 电 站 并 使 其 成 为 全 球
EPR首堆。

2019年9月7日17时15分，广东
台山核电 2 号机组完成顺利完成 168
小时示范运行，具备商业运行条件。
这是继台山核电1号机组后，全球第二
台投入商运的EPR第三代核电机组。

对台山核电站建设成就，该项目
合作方法国电力集团的原副总裁兼中
国区总裁傅楷德给予高度评价。他指
出，该项目的成功得益于两国在核电
标准规范化方面的长期合作与不懈努
力，充分证明了 EPR 技术的可靠性
与成熟性，进一步加强了两国核电机
组运营的安全性，不但促进了两国核
电企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两国整体
核工业的进步，也为两国核电设备供
应商的进一步合作创造了条件，开启
了 中 法 核 电 科 技 和 产 业 合 作 的 新
篇章。

在核电科技创新领域，中法进行
了长期深入合作研究。据了解，两国
围绕核电站老化与寿命管理、反应堆

热工水力、快堆技术、严重事故管
理、高放废物地质处置、放射性废物
治理以及核聚变领域合作设立了多个
协作实验室，共同推进执行数百个专
题合作项目，互派专家开展进修交流
研讨1000余人次。

加快油气开发 互惠互利

今年3月底，一则“中法能源公
司用废弃油脂生产航空燃料”的新闻
引起广泛关注。人们注意到，携手化
废为宝的两家公司分别是中国石油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和法国道达尔能源公
司。根据此前达成的协议，双方共同
运营新生产线，利用废弃油脂共同生
产可持续航空燃料即生物航空煤油，
年生产能力达23万吨。

生物航煤属于可持续航空燃料的
一种，是以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生产的
航空煤油。与传统石油基航空煤油相
比，生物航煤最高可减排二氧化碳排
放50%以上。中国石化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生物航煤生产技术。道达尔能
源公司是欧洲领先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生产商之一，设定了到 2030 年实现
每年生产150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
目标。双方强强联合，必将有助于推
动国际航空业能源绿色变革，实现低
碳发展。

道达尔作为法国最大的工业集
团，是全球排名前列的石油与天然气
公司之一，多年来深度参与中国油气
科技创新和油气资源开采利用。据中
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汪巍介绍，
道达尔参与了中国渤海湾、北部湾、
南海、黄海、珠江口盆地和塔里木盆
地的勘探；参与了对中国油气产业链
多元化投资。在合作过程中，道达尔
与中国同行共同提高技术能力，积累
了丰富经验，实现了双赢、共赢。

助力中国在南海开发第一口油井
无疑是道达尔在中法能源合作中经典
的故事之一。据汪巍介绍，上世纪七

十年代末，中国海洋石油探明储量和
产量依然极低，亟待实现突破。1978
年3月，中央做出对外开放海洋石油
的重大决策，在深水勘探领域世界领
先的法国道达尔很快进入中方视野。
1984年5月，中方和其签订了关于在
中国南海开发石油的协议。为配合南
海石油开采，中法国两国科学家随后
利用法国“让·夏尔科”号海洋调查
船，在南海目标海域联合开展科学考
察，以探明南海深海盆的形成、扩张
机制和古海脊与马尼拉海沟的接合类
型。本次科考取得丰硕成果，为南海
油气资源开采进一步奠定了坚实基
础。1986 年 8 月，在道达尔大力支持
下，“中国南海第一井”顺利投产，从此
结束了在中国南海没有采出工业油流
的历史。

携手开拓国际油气市场是中法开
展油气技术合作的目标之一。汪巍表
示，道达尔与中国同行相互借鉴经
验、技术，形成合力，因地制宜，在
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双方
在中东、非洲、拉美、加拿大都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互惠互
利。比如，2013 年 10 月，由道达尔
和中国石油、中国海油等组成的联合
投标体，获得巴西桑托斯盆地的利布
拉油田开采权，共同开发可采资源量
达到80亿—120亿桶原油的该国最大
的油田。在实施该项目过程中，道达
尔等合作伙伴充分发挥在深海勘探技
术方面全球领先的优势，中方公司与
之合作大大增强了深海勘探的管理能
力和关键技术，不仅可以保障顺利完
成该项目，而且有利于中国南海深海
领域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

促进电力“绿化” 助力低碳

法国西北部的格鲁瓦岛及附近海
域是著名的风口，那里的风速高达每
小时180公里。距格鲁瓦岛10多公里
处有一片约 20 平方公里的海域，在

晴朗的日子里，人们可以看到碧蓝的
海面上，风机随着浪涛起伏不定，迎
着大西洋上强劲的海风，叶片高速旋
转。这里是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中广核） 法国漂浮海上风电先导示
范项目，由中广核欧洲能源公司与法
国合作伙伴欧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欧风公司） 组成的联合体建造运
营，虽然规模不大，但该项目是中法
企业在清洁能源领域一次重要合作。

“欧洲预计于2030年安装50吉瓦漂浮
式海上风机。中广核联手欧风公司在
格鲁瓦项目上占据先发优势，彰显了
过硬的科技实力，未来将在法国甚至
欧洲引领海上风电行业的发展，为欧
洲开发清洁能源作出贡献。”中广核
欧洲能源公司一名高管这样说。

对欧风公司等法国能源企业来
说，与中方伙伴合作既可以高效拓展
本土及欧洲市场，又能便捷地切入到
中国及亚太地区。欧风公司总裁阿
兰·德尔叙佩克斯表示：“漂浮海上风
电技术在中国及亚太地区有巨大的市
场空间，而格鲁瓦岛的风力与海况同
亚洲多地的情况相似，同中广核的合
作为我们向亚太地区出口技术和产品
提供机遇。”

在中国海上风电市场拔得头筹的
法国公司是法国电力集团。2021 年
11 月，由该集团与中国国家能源集
团合作建设运营的江苏东台五期海上
风电项目成功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
开创了国内中外合资建设海上风电的
先河。在该项目建设过程中，中法双
方团队克服了台风频发、海缆长、工
序交叉多、施工船机短缺、有效窗口
期短等难题，最终提前3个月完成建
设任务。据统计，该项目年发电量约
14亿千瓦时，可满足200万居民的年
用电需求，相当于节省标煤 44.19 万
吨，减排二氧化碳 93.75 万吨、二氧
化硫1704吨。

太阳能光伏是法国电力集团在华
深耕的清洁能源之一。今年 4 月初，
法国电力集团全资子公司法电新能源
在天津港保税区的分布式光伏项目正
式启动运营，该项目总装机量 5.4兆
瓦，预计二氧化碳年减排量达 4500
多吨。该项目是法电新能源在华运营
的又一个绿电项目。目前，法电新能
源在中国 20 多个省份进行绿色电力
生产。

在太阳能光热发电领域，法国电
力集团早在 2011 年就携手中国科研
机构加大在华技术创新力度。彼时，
法电中国研发中心基于北京八达岭光
热实验电站，与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
所建立合作关系并签署长期科研合作
协议。双方联手开发了关键设备三维
仿真模型以及先进自动控制系统等整
套电站数字解决方案，完成了关键部
件寿命、高温吸热储热技术等关键课
题。2018年6月，法国电力集团凭借
过硬的太阳能光热技术能力，助力完
成了对敦煌 10 兆瓦塔式光热电站改
造，成功打造全球首座超临界二氧化
碳循环光热发电站。

中法建交60周年系列报道·科技篇①

中法能源科技合作：

互利共赢 树立典范
本报记者 张保淑

能源科技是中国和法国合作的重
点领域之一。建交60年来，两国充分
发挥各自在该领域的比较优势，携手
取得丰硕能源科技创新成果并建设了
一批能源产业重大项目，特别是在民

用核能、油气资源开发利用和新型清
洁能源领域，树立了国际科技和产业
合作的典范，为促进全球节能减排、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作出重大贡献。

中法合作建设的广东台山核电站。 新华社发

法国电力集团助力完成对甘肃敦煌10兆瓦塔式光热电站改造，使其成为全球首座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光热电站。
新华社发

新华社酒泉电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
实施了 130多个科学研究与应用项目。”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
任林西强在近日召开的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

建造中国空间站，开展长期有人参与、大规模
的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能够极大地促进空间
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全面发展，辐射带动相
关产业技术进步。林西强介绍，截至目前，已在轨
实施了130多个科学研究与应用项目，利用神舟十二
号至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下行了5批300多份科
学实验样品，先后有国内外500余家科研院所参与研
究，在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空间材料科学、
微重力流体物理等方向已取得重要成果，在国际一
流期刊发表论文280余篇。

“总的看，这些空间实验的开展以及样本下行后
开展的科学研究，不断取得的新成果，通过推广转
化与应用，将逐步发挥出更重要的科技与经济效
益。”林西强说。

其中，利用无容器科学实验柜开展的多元偏晶
合金制备项目，提出了工艺优化设计和组织调控方
法，应用于盾构机轴承和核电站常规岛相关合金材
料研发，性能获得有效提升。

利用高温科学实验柜开展的新型材料空间生长
研究项目，首次在空间获得了地面难以制备的高质
量晶体材料，对高性能多元半导体合金材料制备具
有指导作用。

利用生物技术实验柜开展的人骨细胞定向分化
的分子靶点研究、对骨骼肌影响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等项目，取得的成果为促进骨折、脊柱损伤修复等
骨质疾病的防治，以及对抗肌萎缩、防治代谢性疾
病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利用航天技术基础试验柜，开展了我国首次斯
特林热电转换技术的在轨试验，热电转换效率等综
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未来空间新型电
源系统的工程应用奠定良好基础。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原创性机
理探索和应用基础研究，产生了一批重要创新。其
中，国际首例人工血管组织芯片研究入选了 2023中
国生命科学领域十大进展。

（记者张瑞杰、陈凯姿、高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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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4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举行。一批来自中国的参展商在
博览会上推出新颖的智能产品。

图为一家中国公司在博览会上展示一款机器狗。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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