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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新蓝海 重塑湖北产业版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肖丽琼 左晨 刘宇 刘天纵 彭一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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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奔赴万亿新蓝海的征途中，五大突破性发
展优势产业形成硬核支撑，重塑湖北产业版图。

总量更大——
五大优势产业营收占比超60%

国内首条悬挂式空中轨道列车“光谷光子
号”，在城市间穿梭“飞行”；

在路特斯，工程师在“孪生”模型上实验生
产；

全球首台人体肺部气体多核磁共振成像系
统、全球首款通导遥一体化北斗芯片、全国首台
核心部件100%国产化高端晶圆激光切割设备
等一批重大科创成果在湖北诞生。

五大产业迈向世界级产业集群，让湖北经济
大厦挺起脊梁。

2023年，湖北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5803亿
元，增长6%，高于全国0.8个百分点，在经济大
省中增速第一。

看经济总量，五大突破性发展优势产业是中
流砥柱。2023年，光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
五大优势产业突破性发展，营收占规上工业比重
超过60%。汽车制造与服务营收8520亿元，

“光芯屏端网”产业规模已达到8470亿元，大健
康产业规模达到8810亿元。

看产业带动力，五大突破性发展优势产业是
“领头羊”。在其引领下，“51020”现代产业集群加
速崛起，除了3个接近万亿级的产业，还有18个产
业超过千亿，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达到4个、
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达到16个，均居全国前列。

看科创影响力，五大突破性发展优势产业是
主力军。我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近3年年均
增长18.8%，存储芯片、商业航天、网络安全等产
业综合实力全国领先。2023年，全省技术合同
成交额增长59.8%，总量达到4860亿元，在全国
排在第3位。

在五大优势产业的突破之势中，湖北已经成
为全国最大的光电子芯片研发生产基地、中小尺
寸显示面板制造基地，全国重要的商业航天基
地、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基地。

结构更优——
催生出一大批“独角兽”企业

一条汽车产业链，可以带动多少家规模企业
共同发展？

武汉经开区给出的答案是：1200家。
除了“看得见”的整车和零部件生产企业，还

有一大批“看不见”的配套企业。
汽车，不再只是四个轮子加几个沙发，而是

装配了“大脑”和“眼睛”的智能化交通工具，能够
观测周围环境并作出分析计算。在“软件定义汽
车”成为业内共识的当下，武汉经开区正深耕武
汉智能汽车软件园，一平方公里范围内，200多
家智能汽车领域企业、3万余名软件人才，加速
构建起汽车产业新生态。

深耕智能驾驶计算的亿咖通科技、专注车规
级芯片的芯擎科技、车路协同头部企业华砺智行
……下一代汽车智能座舱、自动驾驶等关键领域
的产品和服务，催生出一大批“能看会算”的“独
角兽”“新物种”企业。

在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奔赴万亿的赛道
上，湖北汽车产业链已悄悄变了模样。

响应更快。在荆门高新区·掇刀区汽车产业
园，厂区与厂区之间没有围墙，车架、底盘、踏板
……各类汽车零部件源源不断下线，转头就被送
到隔壁的长城汽车整车工厂。

研发更强。推动动力电池全价值链发展、提
升新型底盘架构自主化能力、加快推进智能驾驶
技术攻关及产业化……省内众多汽车产业链企
业纷纷入场，驰骋在研发创新的赛道上。

转型快、动能足、赛道新、质效优，这既是对
湖北产业发展新貌的深刻描绘，也是对湖北突破
性发展五大优势产业的贴切诠释。

动力更足——
以用为导向搭建科技创新平台

产业奔向万亿蓝海的途中，新技术、新产品

呼唤新的创新机制。省级领导“链长”挂帅、龙头
企业“链主”引领、高校院所“链创”支撑的“三链”
机制，形成“1+1+1＞3”的聚合效应。

创新联合体，应答“市场之需”，接连攻下新
技术。

世界最高端的三维五轴激光加工机床，过
去我国一直依赖进口。三维五轴激光切割器
有三个关键核心：数控系统，相当于大脑；激光
器，相当于心脏；激光切割头，相当于四肢。华
工科技联合华中数控、锐科激光两个“好邻居”
牵头，100多家企业和科研机构联合攻关，攻
克卡脖子技术难题，最终打破国外垄断。目
前，全国70%的三维五轴激光加工机床都是湖
北造。

为突破汽车芯片卡脖子难题，东风公司牵头
组建“车规级芯片创新联合体”，组织了企业和高
校院所的2000多名科研人员协同攻关，研发出
4款车规级芯片。

以“用”为导向搭建科技创新平台，让更多科
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科技创新中，从0到1，代表着研发突破；从
1到10，代表着科技成果转化；从10到100，则
代表着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应用。每一步都会遭
遇“死亡峡谷”。

从果商削菠萝的画面中，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院心外科主任魏翔萌生了心肌旋切手术的金
点子。东湖科学城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平台牵线
搭桥，武汉奥绿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魏翔
医生的“金点子”提供全流程中试服务。中试平
台整合医工学科交叉和科创金融资源，迅速将样
机做成手术器械产品，成功解决了“不开胸、不停
跳”切除肥厚心肌这一世界性难题。就这样，一
个创意变成了手术器械，再应用于临床。

创新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给企业以资源便利，给创新以试错空间，才

能更大程度点燃经营主体的创新热情。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域道路支持智能网

联汽车测试，实现5G通信网、数字空间网、智慧
道路网相互联通。智能网联汽车开放测试道路
累计里程已突破3378.73公里（单向里程），辐射
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远超全球第二大自动驾
驶示范区硅谷的服务面积。

湖北工业大学成为全国职务科技成果赋权
改革试点院校，全面简化科技成果转化流程，学
校仅提取4%的收益或10%的对应股权，其他收
益全部归成果完成人所有。改革3年间，该校相
关技术交易总额达到9.1亿元，超过过去6年的
总和。

韧性更强——
围绕产业链强链补链固链畅链

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
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

翻开岚图汽车的“朋友圈”，在41%的供应
链近地化率背后，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卡
点不断被突破。

在汽车高强钢领域，岚图与宝武钢铁集团进
行联合研发，在全球车型中首次采用2000MPa
（兆帕）铝硅涂层车门防撞梁；在智能制造领域，
岚图与中国联通合作，建成世界领先的5G全连
接工厂；在智能驾驶高精度定位领域，岚图与中
国移动合作，为汽车提供实时的厘米级精准定位
服务……

以五大突破性发展优势产业为引领，湖北坚
持产业链供应链思维，由点及线，围绕集群重点
产业链和产业链关键环节，强链补链固链畅链，
构建起一条条富有韧性的产业链。

九州医药供应链正加快“链”接时珍实验室、
汉阳科创院、湖北省药品MAH（上市许可持有
人制度）转化平台等多家机构，加强产学研用深
度融合，链出生物医药产业新空间。

一条条供应链拔节生长，汇成一个个鲜活
的科技和产业生态圈，推动湖北科技和产业向

“新”而行，以“质”致远。省级供应链平台已服
务链上企业3万多家，成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的有效抓手。

拥抱万亿新蓝海，湖北产业新版图气势
如虹。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尘车间内，员工赶制高速光模块订单。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薛婷 摄）

湖北首条规模化国产光纤激光器自动化生产线
在黄石投产。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薛婷 摄）

技术人员在华工科技智能制造产业园（葛店园区）
调试激光设备。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薛婷 摄）

华工科技智能制造产业园（葛店园区），工作人员
在国内最大的三维五轴激光切割机生产线上加紧组
装、调试设备。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魏铼 摄）

打造战略科技力量，围绕集

成电路、光通信等重点领域，

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加速创

新成果转化，加强标准和专

利布局

培育打造5至7个世界级品牌，拓展“光博会”等品牌

活动的影响力

实施光电子信息产业重大人才工程，设立光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基金

建设一批智慧工厂、绿色工厂、灯塔工厂和“5G+工业

互联网”试验工厂

●

●

●

●

——摘自《湖北省突破性发展光电子信息

产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

到2025年，新能源汽

车产量占全省汽车总产量

比重达到40%以上，产值达到3500亿元

组合辅助驾驶（L2级）及以上级别新车销量占全省新

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的80%以上

在整车领域形成1家年产100万辆以上、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关键零部件领域形成10家单

项冠军企业

实现20款以上核心汽车芯片产业化

实现20款以上自动驾驶领域软件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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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湖北省汽车产业转型发展实施

方案（2023—2025年）》

到2025年，高端装备产业规模

达到5500亿元

每年开展项目攻关10项以上

培育若干家产值超百亿企业

新增10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力争新增上市企业10家以上

在长江、汉江流域重点推动26个产业园区等重点项

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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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湖北省突破性发展高端装备产

业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

力争到2025年，北斗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

形成智慧交通、智慧水利、智慧自然资源、智慧城市、智

慧农业等5个全国北斗行业标配应用标杆

打造1至2家规模过50亿元的领军企业

打造5家以上规模过10亿元的龙头企业

培育8家本土北斗上市企业

争创空天信息领域国家实验室

或国家实验室在鄂重要基地

争取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10个

突破关键领域核心技术10项以上

新增北斗领域院士2至3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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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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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湖北省突破性发展北斗产业三

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

对生物医药企业销售自产药品或医疗器械年度营业收

入首次达到100亿元、50亿元、10亿元的，分别给予

1000万元、500万元、100万元一次性奖励

在宜昌市研发并生产销售的新药，对化学药1类、中药

创新药、治疗用和预防用生物制品1类药品，在取得Ⅲ

期临床试验通知书后，给予500万元一次性奖励，在

获得新药证书或药品注册批件后，再给予1500万元

一次性奖励

——摘自《宜昌市支持打造生物医药产业

地标的若干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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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