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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以智提质 以新促兴
推进传统产业焕新升级

高端装备产业是南通市聚
力打造的重点产业集群之一。
目前，该市正不断筑牢实体经
济底座，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

“大型复杂曲面的高速高
精度五轴桥式龙门加工中心”
项目，是世界装备制造领域关
注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国家重
点发展和支持的方向。南通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朱振宇
表示，自2019年起，南通国盛
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瞄
准该项目，攻关研发了高速高
精度五轴桥式龙门加工中心，
成功解决了我国航空航天、轨
道交通、海工装备、汽车等核心
零部件高效、高精度加工的瓶
颈问题，推动相关战略性产业
快速发展。

加强船舶行业链式转型，
是摆在南通市传统产业发展面
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城市报记者梳理资料
了解到，近10年来，南通船舶
行业从修船、低附加值运输船
逐步转型，先后招引落户了中
远系、招商系、振华系、中集系
等8家船舶央企，带动本地船
舶企业链式提升，逐步打造了
高技术船舶和海工装备两条高
附加值产业链条。

近年来，南通市逐渐形成
集研发、设计、建造、配套、服务
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体系，突
破了豪华邮轮、大型LNG运输
船、新型油气装备三大产品，入
选省级重大核心技术攻关项目
9个，创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3家，累计40多个国际、国内首
制“大国重器”从南通首航。

根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南通市船舶海工产业实现
产值 938.9 亿元，同比增长
19.2%；造船完工量149万载重
吨，同比增长7%；新承接订单
量 235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2%；手持订单1081万载重吨，
同比增长37%；海工装备市场
份额约占全国1/4……南通市
正以央企集团为引领，加速推
动船舶行业链式转型。

此外，南通市以数智赋能
为路径，推动纺织行业高端升
级。面对纺织企业普遍存在技
术含量不高、自动化水平低等
难题，南通市大力实施智能化
改造数字化转型，加快工业互
联网、大数据等应用，为纺织行
业转型发展赋能增效。

实际上，目前南通市仍有
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处于产业
链的中低端。对此，南通市有
关部门将落实好相关政策，坚
持高端化、智能化、梯度化、绿
色化四条路径，持续推进传统
产业焕新升级。

“一方面抓高端化提升推
动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抓智能

化改造推动数实融合。”朱振宇
说，“同时抓梯度化培育推动生
态融通，还要抓绿色化转型推
动节能降碳。”

做大做强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
当前全球创新最活跃、带动性
最强、渗透性最广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是引领人类社会全面
迈向信息时代的导航器。

把握趋势、面向未来，率先
做大做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已成为南通市培育新增长
点、打造新动能，在新一轮区域
竞争中抢占产业高地的重大战
略举措。

据了解，南通市已初步形
成以通信线缆、集成电路、电子
元器件及材料、光伏等行业为
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体
系，在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光纤
通信、电子元器件等多个细分
行业取得优异成绩。

随着南通市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体系发展环境日益优
化，南通市有关载体平台加速
提升，比如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以
及国家集成电路测试、零部件
产业技术联盟已与南通开展
深度合作，集成电路测试产业
园、集成电路装备及零部件产
业园等一批专业化特色园区初
步形成。

不仅如此，南通市实现了
优势产业集群发展，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已初步形成“一核
三区多片”的发展格局。朱振
宇介绍，“一核”是指南通中央
创新区，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的研发、孵化基地和科技
创新资源的集中承载区。“三
区”是指南通开发区的集成电
路测试产业、大数据产业集聚
区，南通高新区的集成电路装
备及零部件产业和以图像识
别、语音识别为重点的“江海智
汇谷”，以及重点发展IC设计、
晶圆制造、先进封装、测试、新
型半导体装备、材料等上下游
及应用产业的南通市北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多片”则指，一
是在崇川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应
用创新与车联网产业，着力打
造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信创产业
园和车联网示范园；二是在海
安、海门积极研发智能机器人
新产品，打造智能机器人产业
基地；三是在如皋着力发展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打造智能汽
车产业基地。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目前，南通市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
总量规模、产业结构、生产要素
资源配置以及产业核心竞争力
等方面仍面临一些发展瓶颈。

接下来，南通市将按照
“龙头带动、集聚发展，整合资
源、健全链条，做优做强、提升
层次”的发展思路，以各类开发
园区为平台，以龙头企业为依
托，以招商引资为抓手，以提升
配套能力为重点，着力建设新
一代信息技术行业相关创新平
台、特色产业园和孵化基地，聚
集一批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
骨干企业，加快发展关联性强
的产业链，优化产业结构，推动
转型升级。

“力争到2025年新一代信
息技术相关产业规模突破
3200亿元，将南通市打造成为
国内领先、特色鲜明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基地，培育形成
一批有一定竞争力的产业集聚
区。”朱振宇说。

依托新兴产业集聚优势
大力培育未来产业

据了解，未来产业是指由
科技创新驱动，代表未来科技
和产业发展方向，有望成为主
流产业并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
重大引领变革，且当前处于萌
芽期或产业化初期的产业形
态。其具备原创性、颠覆性、不
确定性和先机性等明显特征，
是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制高点的有效途径。

依托新兴产业集聚优势和
技术积累，南通市未来产业发
展有哪些新方向、新思路？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南通市未来产业涉及5个发展
方向，包括未来数字产业、未来
空间产业、未来能源产业、未来
材料产业、未来健康产业。

其中，面向未来数字产业，
南通市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先
进通信等细分领域产业。该市
将吸引周边地区人工智能重点
应用企业前来落户，大力发展
智能经济，围绕智慧城市、智
慧金融、智慧交通等诸多公共
领域，打造行业应用场景示范
样板。

面向未来能源产业，南通
市将重点发展氢能、新型储能
等细分领域产业。在氢能方
面，上游领域重点布局“绿氢”
制取及氢能装备产业链，依托
丰富的风光电等可再生能源，
培育壮大“绿氢”制取产业规
模，打造辐射长三角的“绿电
绿氢”供应基地；中游领域着
力打造燃料电池及核心零部
件产业链，培育引进燃料电池
氢气循环泵、膜电极、双极板、
高效催化剂、质子交换膜、控
制系统等关键材料和核心零
部件生产企业；下游领域推动
交通运输、工业生产、储能等
领域示范应用，在大通州湾开
展氢燃料电池物流车、牵引
车、港区集卡、叉车及工程机械
等应用示范。

朱振宇表示，南通市未来
产业的发展将实现“三步走”：
到2025年，深度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等国家重大战略，抓紧谋
篇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推动未
来产业“从小到大”“从无到
有”，为“转型出雏型”目标夯实
基础；到2030年，借助技术突
破、模式创新催生一批新产业、
新业态，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航空航天、深远海装备、新型能
源等产业的关键共性技术创新
能力实现布局突破，初步形成
未来产业创新集群；到 2035
年，未来产业体系初具雏形，
部分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能力国内领先，一批龙头企业
和创新平台初步具备引领作
用，形成2—3个百亿元级未来
产业创新集群。（南通市委宣传
部供图）

江苏省南通市江苏省南通市：：

智造创新智造创新 强产兴城强产兴城
长江三角洲北岸，黄海之滨，国家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

市——江苏省南通市洪波涌起。

近年来，南通市坚持产业立市、制造强市，大力推进传统产业

焕新、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三大工程，加快建设产业链供

应链生态体系试点城市，聚力发展船舶海工、高端纺织、新材料、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六大千亿元级产业集群，打造

具有江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产兴城之路上，南通有哪些

新作为？

位于江苏省南通市的江苏大生集团数字化纺纱车间内景。

位于江苏省南通市的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产品研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