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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转型调结构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在谈到株
洲的创新转型发展时，毛腾飞掷地有声地说：“中国动力
谷的建设，要打造3个高度：创新发展的高度、开放发展
的高度、人才聚集的高度！”

打造绿色宜居的科技新城，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前
来，提高城市的整体形象，也是株洲建设中国动力谷的
重要举措。

在人才管理方面，中株所的创新可圈可点。在中株
所的企业展览馆，记者注意到一张特殊的表格——中株
所职业发展通道与职业发展等级一览表。在这张表格
中，员工的薪酬福利待遇和升职空间被划分为 5个通道，
分别是：职业经理通道、专业管理通道、营销贸易通
道、工程技术通道和能工巧匠通道。每一类通道都有自
己固定的上升渠道，以能工巧匠通道为例，最高等级的
首席制造专家享受的待遇和中株所的领导班子成员级别
是相同的。这套科学的晋升体系的建立，有效实现了人
尽其才的目的。而在公司里级别最高的不是管理者，而
是科学家。这套体系的效应显而易见：在中株所1.8万名
员工中，有 6000人的科研团队，这些员工不乏剑桥、牛
津、清华、北大的高材生。而更多的名校高材生，也被

这里优厚的福利待遇和科学的晋升体系吸引过来。
在环境保护上，株洲下了“刮骨疗毒”的决心。毛

腾飞说：“今年要打一场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攻坚
战，我们一口气要关148家污染企业，剩下5家，明年全
部关停，其中还有一家是中国财富 500强。”在中国动力
谷主体之一的田心高科技园区，环境保护和城市配套服
务设施建设一直在推进。田心高科园管委会主任李登岗
告诉记者：“我们目前规划建设2个公园，投资将近20个
亿，这些公园建设旨在为居民的休闲和生活服务。此
外，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医疗和教育资源的配置。”这一系
列措施，在改善环境的同时，留住了人才，也为株洲未
来的发展积蓄了力量。

毛腾飞认为，中国动力谷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战略
和布局，绝不能有急功近利的“近视眼”，要有做“百年
老店”的耐心与定力。品牌塑造上，以产业为载体，以
产品为媒介，加快建设国际一流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基
地、国内一流通用航空产业基地、国内领先的新能源汽
车基地，推动动力产业集聚，“让中国动力谷这个品牌享
誉全球，让人们提到株洲就能想到中国动力谷，提到中
国动力谷就能想到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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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老工业城市如何在新时期取得成功？
美国硅谷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硅谷不断创造和孕育

出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并不断汇聚世界各地的人才、技术和资本，历经岁月变
迁而始终屹立于世界科技浪潮的前沿。硅谷的创新覆盖了很多领域（互联网、通
信、生物制药、电动汽车等），以至于很难讲它的支柱产业是什么。

硅谷的成功源于它唯一且持之以恒的核心竞争力——创新。
如今，中国内陆的老工业基地株洲，也开始了基于创新的城市全方位转型升

级。这座素有“动力之都”美誉的湖南城市，是全国首批重点建设的8个工业城

市之一，中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第一枚空对空导弹、第一辆电动机车、第一台
航空发动机、第一块硬质合金等223个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都诞生在株洲。

株洲拥有“中国电力机车的摇篮”、“中小型航空发动机特色产业基地”、“新
能源汽车制造基地”3大标志性名片。为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于
强劲的动力产业优势，株洲提出全力打造株洲·中国动力谷。

株洲·中国动力谷以轨道交通装备、小型航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为三大支
柱产业，积极对接“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随着对自己优势的强化拓展，株
洲正以澎湃动力叩开全球“智造”大门，给世界一颗跃动的“中国芯”。

一个位于中国中部且非省会的城市。在
工业制造城市强者如林的中国，敢于叫响国
字号名片，它的底气何在？

带着这样的疑问，8月 9日，记者来到株
洲，采访调查中国动力谷的建设情况，寻找
问题的答案。

株洲是湖南省辖地级市。位于湖南省东
部偏北，东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吴国孙
权割湘南县以东和醴陵、修县沿湘江东岸地带
置建宁县，属长沙郡，这是株洲建县之始。

甫入这座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脑中
的第一印象是“新”。绿树掩映的街道干净整
洁，雨后空气湿润，空中缭绕的云雾之间，
崭新的高楼大厦若隐若现。即便是在工业园
区，也听不到嘈杂的工厂机械声。

这是一座整洁安静的城市，很难想象它
以前是国家的重工业基地。

“ 民 国 时 期 ， 这 里 曾 是 中 国 的 ‘ 鲁 尔
区’。”在株洲市规划展览馆，副馆长许琳娜
对本报记者介绍说，“80年前，处于粤汉铁路
和湘江之间的株洲清水塘，还是一片肥沃的
农田。这里是粤汉、浙赣、湘黔铁路交会
处，交通优势明显，因此成为旧中国一些人
实现‘工业救国’之梦的理想之地。当时的
民国政府曾筹划，利用这一交通优势，在株
洲建一个中国的‘鲁尔区’。”

于是，短时间里，“铁道部株洲机厂”
“中国汽车总厂”“湖南陆军机械厂”以及一
批水泥、玻璃、炼焦厂等，纷纷谋划、立
项、上马。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为了摧毁中
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日军对株洲的工业系统
进行了毁灭性破坏，株洲刚刚兴起的项目无
一幸免，均不幸夭折。

1953 年，国家“一五”计划开始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开始大布局。于是，当
时还是湘潭地区下面一个小镇的株洲，以其
独特的交通优势，再次引起决策层关注。株
洲素有“火车拖来的城市”之称，是中国重
要的铁路枢纽之一。“一五”期间，株洲成为
全国 8个重点建设的工业城市之一。国家 156
个重点工业项目，有 4个落户株洲。全国 694
个限额以上工业项目，有7个落户株洲。

1956 年 12 月 1 日，株洲冶炼厂动工兴
建，紧接着，株洲化工厂、株洲氮肥厂等大

型企业在清水塘落户。作为国家“一五”“二
五”期间重点建设的以有色冶炼、化工、建
材、火力发电等重化工为主的重工业基地，
清水塘工业区为新中国工业振兴和湖南省、
株洲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由于工业结构及历史原因，几十
年来，以化工、冶炼、建材等重化工业为主
的工业经济结构，在造就株洲工业辉煌的同
时，也带来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恶
化等诸多问题。清水塘老工业区的一大批企
业陆续关停并转。旧动能加速衰退，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迫在眉睫。

终于，2015年 12月 29日，株洲市委、市
政府正式出台 《关于推进清水塘老工业区搬
迁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清水塘老工业区的
搬迁正式开始，2017 年株洲全面打响清水塘
搬迁改造的攻坚战，这对于株洲而言，意味
着株洲的重工业时代最终落下了帷幕。

出路在哪里呢？
株洲的答案是：“创新引领，转型升级”。
株洲有着“动力之都”的美誉。有实力

雄厚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是我国最大的轨
道交通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和技术研发中心。
此外还有优势明显的通用航空装备产业，有
后来居上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几十年的沉淀
带来强大的创新能力，拥有国家有突出贡献
专家42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388名、以3
名院士为代表的各类专业工程技术人员 11 万
人；科研机构众多，拥有国家级研发机构 13
家、国家重点实验室4家。

几经酝酿，2016 年，株洲市委正式提出
打造“中国动力谷”的发展战略：以转方
式、调结构为宗旨，以最先进的机车牵引引
擎、最强大的航空动力引擎和最环保的汽车
动力引擎为核心助推器，着力打造以中国轨
道交通城、中南地区通用航空城、中国新能
源汽车产业城“三城”为支撑的“中国动力
谷”和未来的“世界动力谷”。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株洲市委书记
毛腾飞自豪地说：“为什么是中国动力谷，而
不是株洲动力谷？我们认为，所谓中国动力
谷，有三层含义：中国，代表国家级水平；
动力，代表产业特色；谷，代表创新创业生
态环境。”

安静的生产线、有序作业的机器人、纯白色一尘不
染的车间，穿着白色大褂戴着口罩的科研人员在穿梭忙
碌，橘色的机器手臂辗转腾挪，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芯
片上“穿针引线”……这些只有在美国科幻大片里见到
的场景走入了我们的视野。

这里是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半导体事业
部，9日上午，记者来到这里，探访中国高铁核心动力
制造的秘密。

生产车间安保措施极其严格，任何人进入车间都不
能携带任何拍摄设备。穿上白底布鞋，套上白大褂，记
者跟随时代电气工作人员进入了车间，参观中国高铁动
力装置的核心部件——IGBT的生产过程。

IGBT，学名是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是能源变换
与传输的核心器件，俗称电力电子装置的“CPU”。作
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轨道交通、智能电网、航空
航天、电动汽车与新能源装备等领域应用极广。

高速和重载是现代机车车辆装备发展的两个重要方
向，两者的关键都在于给机车提供一个强大而持续发力
的“心脏”——牵引电传动系统，而牵引电传动系统
里，一块巴掌大小的IGBT模块，便是掌控高铁心脏心
率的“命脉”——机车的自动控制和功率变换是由IG-
BT把控的。中车株所半导体事业部总经理吴煜东告诉
记 者 ：“IGBT 被 誉 为 高 铁 等 先 进 轨 道 交 通 装 备 的

‘CPU’，是弱电控制强电的关键器件。”
这项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的电力电子器件，被

德国和日本把控了 30年。特别是在高级 IGBT 器件上，
以前更没有中国人的一席之地。中车株洲所IGBT项目
的一位研发负责人说，在国际产品销售市场上，中国并
非优先级，我们买的价格贵，一个模块就高达 1 万多
元，而且只能买成品，产品交货周期很长。

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中车株洲所就掌握了双极
器件技术 （一种集成电路技术），但对于技术更为先进
的 IGBT 芯片及模块设计、制造技术，还是一片空白。
如何实现IGBT技术和产业的突破，不仅是摆在时代电
气面前的难题，更是摆在国人面前的难题。

然而困难并没有难倒“霸蛮”的中株所人。正如他
们众所周知的企业文化 12 字要求所说的那样——“由

我来办，马上就办，办就办好”，中株所的科研人员几
乎是废寝忘食地投入到 IGBT 的研制工作中。2010 年 5
月，中株所在英国成立功率半导体研发中心，在这个中
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首个海外研发中心里，集中开
发新一代 IGBT 芯片技术。2013 年 12 月 27 日，中株所
自主研制成功第一款国内最大电压等级、最高功率密度
的 6500 伏高压 IGBT 芯片，技术总体处于国际领先水
平，实现了中国在高端IGBT技术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
接轨。2015年，中国自主研发的高功率IGBT芯片首次
走出国门，出口印度。从一无所有到无出其右，中株所
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如今，中国IGBT以其稳定的
性能、强大的技术优势和物美价廉的特性在世界市场上
开疆拓土，让世界感受到“中国芯”的强劲脉动！

“中国动力谷”战略的推进，释放了创新能量，引
导“株洲制造”向“株洲创造”转变。

在推进轨道交通科技城建设上，株洲规划布局了主
机产业园、零部件产业园、新产业园、IGBT应用及电
子产业园等5个产业园，集聚了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规模
以上企业 62 家，获批全国唯一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集聚发展试点市”。株洲电力机车、城轨等产品出口世
界4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电力机车产品占据全球市
场的20%，中株所连续5年占据国内城轨牵引系统市场
领头羊地位。不到五年时间，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总产值
从不到100亿元突破千亿大关，成为株洲首个千亿产业
集群。

在通用航空城建设上，株洲山河科技阿若拉轻型运
动飞机、飞虎无人直升机、罗特威直升机整机下线并实
现销售。高精传动、中航发动机维修中心建成投产，机
场大道、航空大道等项目加快建设。航空产业企业 30
多家，实现产值过百亿元。

在汽车产业城建设上，北京汽车株洲分公司整车生
产突破 50 万辆，中车时代电动具备年生产新能源客车
整车 1 万辆、动力系统总成及关键零部件 2 万套的能
力，打造了国内独一无二的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条。以
北汽、时代电动为骨干，集聚了160多家汽车整车、零
部件及机械加工企业，年产值突破200亿元。

技术创新给株洲带来的改变才刚刚开始。

制度创新引领发展转型

技术创新带动产业转型

理念创新服务城市转型

IGBT模块。
中国动力谷航空城一家

企业生产的飞机。

株洲智轨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