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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汉，工业筑基。
围绕国家所需、武汉所能、发

展所向，百余年间，这座城市屡谱
新篇。

自汉口开埠、洋务运动风起，
“汉阳造”畅销全国，“东方芝加哥”
蜚声国际，近代中国工业化发轫的
星火在武汉被引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武钢、
武重、武船等一批央企来汉落户，
创下共和国诸多第一，挺起中国工
业的脊梁。

1959 年到 1982 年，武汉工
业总产值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
居第四位，成为全国重要的重工业
基地之一，钢铁业产值一度占全市
工业总产值超三成。

75载春风秋雨，75载世代传
承，奔流的铁水浇灌出武汉敢为人
先的钢筋傲骨，一件件大国重器见
证着武汉追求卓越的不屈精神。

进入新时代，地处长江经济带
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两大战略的
交汇点，武汉又肩负起建设国家级
科创中心，引领中部崛起的战略使
命。

当前，中国经济攻坚克难，在
传统产业亟需转型、全面承压的关
口，两江四岸正以实际行动展现破
浪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开辟新领
域，制胜新赛道。

加速推动科技创新优势转化
为产业发展优势，加快培育新质生
产力，武汉光电子信息、汽车及零
部件等世界级产业集群呼之欲出。

如今，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光纤
光缆生产基地、国内最大的光电器
件生产基地、国内最大的中小尺寸
显示面板研发生产基地。作为国
内6大汽车产业集群发展城市之
一，以武汉为起点，东风岚图、东风
猛士、东风奕派、东风本田、路特斯
等新能源汽车竞相出海。

澎湃而上的产业新动能，托举
全市穿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在
九年内实现GDP翻番，去年成功
跨越两万亿元的门槛。

今年上半年，锚定创新策源、
提质聚势、破圈突围，武汉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7.6%，对全省工业
增长贡献率升至34.9%；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33%，对全
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达
67.8%。

“武汉已成为世界望向中国的
重要窗口。”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教授邹薇认为，武汉的发展有
力印证了中国经济光明论。

前不久，武汉企业总数突破
100万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在
副省级以上城市中排名第五，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在全
国位列第七，形成企业梯次成长的
健康格局，持续释放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潜力。

围绕6大方向、聚焦13个细
分领域，该市还在近期出台促进未
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力争到
2027 年 ，未来产业规模突破
1000亿元，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
和竞争力的未来产业发展高地。

当先锋、打头阵，大武汉知
“重”负重，面向未来再出发。

从“以钢立城”到“芯光璀璨”

武汉向“新”突围锻造发展新优势

不过几秒钟的扫描，各类焊材数据
尽收眼底；AI自动校准后，以每分钟10
米的速度完成复杂的焊接任务……

走入华工科技中央研究院中试基
地，一台全新的高精度焊接设备正在进
行工程验证。这条生产线突破了8大
类50多种核心算法研发，其中切断线
智能规划识别、割缝自适应追踪属于国
内首创。

“新设备核心的智能焊缝跟踪系
统，由我们联合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
合作开发。”研究院软件架构师杨伟介
绍，长期以来，固定规则的焊缝视觉算
法，依赖于长时间经验和算法的积累，
护城河较高，尖端技术长期为海外厂商

把持。
挑战当前，研究院签约的院士专

家、高校、创新机构、智库和企业组成
“创新战队”给了研发人员攻坚夺隘的
勇气。通过引入“紫东太初”大模型，不
到一年时间，该系统在激光焊缝技术上
实现了精度与速度的双重突破，焊缝识
别效率相较传统技术提升50%。

华工科技中央研究院身后，是武汉
拔节生长的“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
广泛链接创新资源，多方共解产业堵点
难点，越来越多的创新主体正感受到这
座城市的勃勃生机。

目前，武汉市已建成1家国家级产
业创新中心，2家国家级技术创新中

心，2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5家省
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和7家省级培育中
心，以及8个国家级产业技术基础公共
服务平台。

经过半年的探索和实践，今年 8
月，武汉印发《武汉市产业创新联合实
验室建设实施方案》，依托头部企业建
设联合实验室，联合产业链上中下游、
高校院所、创投基金等，实行组织化攻
关，集中力量开展产业创新。

根据该方案，到2026年，武汉将组
建10个以上联合实验室，推动牵头企
业实现产值复合增长率超过15％，对
本领域产业链产生乘数带动效应，孵化
出一批创新企业。

9月20日，位于光谷的国家信息光
电子创新中心无尘实验室内，一台台光
学显微镜前，工程师们正忙着检测刚刚
下线的高精尖通信器件。

“自从去年底发布后，这款产品的
订单已排满，供不应求！”中心硅光技术
部经理陈代高说，作为首款国产化
110GHz电光强度调制器，其核心芯片
和零部件已全部国产化，多个关键技术
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传统硅光材料产品传输速率接近
“天花板”，难以匹配高速通信的发展脚
步。自2020年起，瞄准薄膜铌酸锂芯
片、先进封装工艺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技术，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就在发

力布局，最终完成换道超车。
多年磨剑，一朝结果，类似成功在

武汉接续上演。
聚焦光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智能

网联汽车、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北斗、
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省市重点产业
领域，出台《武汉市科技重大专项实施
方案》，筛选出制约武汉产业发展、急
需攻克且三年内可能攻克的70项关
键核心技术项目榜单，与之呼应的一
揽子政策、一系列平台、一大批项目密
集落地。

统筹国家重大战略力量，三镇企
业、机构勇闯无人区，相继在高端数控
机床、新型显示喷印、光纤激光器等领

域突破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弥补多项
国内空白。

具备全球领先水平的1.6T硅光方
案光模块发布，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发
展锻造了高速数据传输的“国产基
座”；

五轴联动和多轴协同控制、光学元
器件超精密切削加工、智能微铸锻金属
增材制造等技术难题得到攻克；

万瓦连续光纤激光器、汽车顶盖激
光钎焊、新型显示喷印、超重型数控卧
式镗车床等一批国内首台、首套重大技
术装备成功研制。

新一代的“武汉造”，正以崭新姿态
傲立于世界舞台。

中国自动驾驶芯片第一股黑芝麻
智能、中国电竞行业第一股星竞威武、
国产数据库第一股达梦数据……

今年以来，一支支“行业第一股”在
武汉绽放光辉。这背后，离不开武汉数
十年如一日耕耘的产业沃土，也与这片
土地上持续深化的政策创新息息相关。

加强场景赋能，牵引创新高质量落
地——

根据《武汉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创新
应用先导区实施方案（2023—2025
年）》，武汉将围绕光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等支柱产业智能化升级需求，提供自
主可控的智能制造“武汉方案”，到
2025 年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超过 400
项。

今年，武汉市经信局已组建应用场
景开放与创新办公室，同期发布首批

19个示范性强、带动性广的人工智能
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典型案例，目前已
向全市火热铺开。

夯实人才根基，驱动生产力跃升引
擎——

持续开展“科技副总”选派工作，全
市四批“科技副总”累计为企业解决技
术难题960余个，促成科技成果转化
470个；深入开展人才举荐，完成首批
300名先进制造领域“武汉英才”遴选
工作；加强创新创业人才支撑，按照领
军人才、专精特新、数字经济等6个模
块精心培育，多层次助力产教融合对
接。

壮大耐心资本，鼓励“投早、投小、
投硬科技”——

今年7月，武汉市提出打造武汉产
业发展基金和江城产业投资基金。力

争5年内全市产业基金规模达到1000
亿元以上，并围绕基金投资全生命周
期，吸引社会资本打造3000亿元以上
母子基金集群。

“为发挥两大基金的引导放大作
用，我们会同相关部门、区、基金集团制
定了武汉基金投资矩阵，聚焦优势产
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建立重点投资
项目库并动态更新，促进‘科技—产业
—金融’良性循环。”武汉市经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一项项“硬”支撑、“软”实力的助力
之下，新质生产力潮涌江城。

在9月20日落幕的2024年三季度
武汉市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上，全市
共261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1988.7亿元，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占比近三成。

聚焦核心技术攻关落地 汉产“大国重器”如潮涌现

多方共解产业堵点、难点 “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拔节生长

撰文：武经宣

光谷空轨列车经过武汉高新大道路段。

华工科技智能装备产业园（葛店园区），在国内
最大的三维五轴激光切割机产线上，工作人员正加
紧组装、调试订单设备。

位于光谷的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无尘实
验室内，工程师对芯片进行性能初测及筛选。

中国信科集团无线产业园，技术人员在多探头
球面近场检测实验室测试通信基站天线产品。

强场景、育人才、链资金 促进新质生产力积厚成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