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重集团自主研制风电领域高端装备。
（武重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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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借商业航天九天揽月，下有绿色船舶百舸争流。
作为水运大省、生态大省、工业大省，湖北船舶研发

实力雄厚，科研院所众多，在全国已形成独特优势。以汉
江国家实验室为引领，水路交通控制等全国重点实验室、
湖北东湖实验室为支撑，绿色智能船舶制造业创新中心、
技术创新中心为两翼的船舶领域科技创新体系逐渐形
成。

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创下多个全国“首创”“第
一”。

武汉理工大学、中国船舶第712所等参与首研的全球
最大700标箱江海直达纯电动集装箱船，入选2023年度
央企十大国之重器。

我国首艘氢燃料电池动力示范船“三峡氢舟1”号宜
昌首航，目前该船是全球发电功率最大、储能水平最高的
氢燃料电池动力船。

湖北东湖实验室获批国内首张《纯电池动力船舶动
力系统陆上联调试验机构认可证书》；中国船舶第712所
成功研发国内首套新型船用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系统，
编制国内首个《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产品检验指南》；绿
色智能船舶技术创新中心发布全国首套自主可控智能船
机平台——“海王星”船机系统。

加快建成全国绿色智能船舶示范应用先行区，湖北
正实施气化电化长江、汉江、清江示范行动，重点发展纯
电动游船游艇、集装箱换电运输船、LNG动力运输船，助
力船舶产业通江达海，加速“黄金水道”释放“黄金效益”。

省委、省政府坚持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以
供应链体系建设为抓手，构建现代化船舶产业体系，推动
湖北船舶产业在“绿色、智能”升级转型的大潮中乘势而
上。

11月14日，绿色智能船舶区域协同发展大会在武汉
举行。

会上，湖北、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南、重庆等七
省（市）船舶工业行业主管部门签订《区域协同推动船舶
制造业绿色发展框架合作协议》，明确共同打造船舶产品
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共同形成政策支持合力
等合作目标。

内河船舶绿色发展是内河航运低碳转型的主要手段，
为促进船舶碳减排交易，提高船东更换新能源、清洁能源
船舶的积极性，湖北率先编制全国首个航运业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方法学成果——《内河船舶应用绿色能源碳减排方
法学》，成功推动内河航运碳减排积分纳入碳市场交易。

通过有效政策引导，湖北坚持示范应用、先行先试、
稳步推广，在内河船舶绿色化、智能化、标准化发展取得
积极成效。

良好产业生态辐射赋能。制定印发《支持绿色智能船
舶产业发展试点示范若干措施》等政策措施，省政府新增1
亿元专项资金，支持船舶绿色动力技术应用和产业链发
展，武汉、宜昌、十堰等地方政府积极跟进，出台配套支持
政策。设立总规模100亿元的“长江绿水基金”，围绕绿色
智能船舶信息系统、推进系统、生态系统等重点领域投资
布局，服务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发展。

供应链体系筑基成势。率先组建船舶供应链平台公
司——湖北长江船舶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为船舶产业
链上中下游企业提供综合信息、物流贸易、科技赋能、金
融保障、业态融合等“一站式”服务。目前，船舶供应链公
共信息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入链企业近800家。

重点项目逐绿向新。总投资近百亿元的宜都、黄州
和武穴船舶基地陆续开建，设计年产能170万载重吨。
加快推进一批重点项目，三峡库区首批绿色运输示范船、
换电清漂转运船等集中开建。不断拓展场景示范应用，
宜昌市政府与三峡电能签订全国首个市级公务船全电动
化示范项目；长航集团、华中港航集团等龙头航运企业率
先承诺所有新增船舶全部为绿色智能船舶；武汉市打造
了全国首个无人游艇示范区，首批近百艘电动无人游艇
落地东湖景区。

2024年1至10月，全省船舶工业产值730亿元，同比
增长33.2%。11家重点监测的建造企业手持订单均排至
2026年，远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武船新接民船订单72.2亿
元，同比增长217%。电动船核心动力系统优势持续扩大，
国内市场占有率达62%以上。中国船舶第712所、719所、
湖北东湖实验室等龙头单位新接电动船订单112艘，同比增
长42%，其中外省订单85艘，同比增长47%。各示范场景
电动船舶保有量200艘，全国占比超30%。

湖北高端装备制造向新而行
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筋健骨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是装备制造业的高端领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是装备制造业的高端领

域域，，被称为被称为““工业制造皇冠上的明珠工业制造皇冠上的明珠”。”。

今年以来今年以来，，湖北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工作湖北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工作

专班专班，，聚焦工业母机聚焦工业母机、、商业航天商业航天、、绿色智能船舶绿色智能船舶

等重点领域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突破持续推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突破

性发展性发展，，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20242024年年，，全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营收有望全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营收有望

突破突破50005000亿元亿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1818%%。。全省高端装备全省高端装备

规上企业超过规上企业超过20002000家家，，航天三江等年营收百亿航天三江等年营收百亿

级企业级企业 77 家家，，专精特新专精特新““小巨人小巨人””企业达企业达 8585 家家。。

湖北中高档数控系统国内市场占有率达湖北中高档数控系统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30%%，，

湖北造电动船舶核心动力系统市场占有率达湖北造电动船舶核心动力系统市场占有率达

6262%%。。油气开采装备国内市场占有率近油气开采装备国内市场占有率近5050%%，，湖湖

北应城北应城300300MWMW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建成投运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建成投运，，

储能规模等储能规模等33项指标全球第一项指标全球第一。。

工业母机是世界工业体系的基石和
摇篮，是所有机械设备、制造业的源头，
也是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隐形力
量，被誉为“制器之器”“自强之基”。

湖北坚持以国民经济重点领域需求
为引领，聚焦重点精准施策，支持龙头企
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持续延链补链强链，
培育产业集群、壮大产业规模，强化技术
攻关和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打造全国高
端工业母机战略基地。

1月20日，全国首个工业母机产业
发展大会在武汉举行。德国钴领刀具、
瑞士GF机床、日本牧野机床、英国雷尼
绍测量、武汉华中数控等全球近300家
工业母机企业“大咖”齐聚盛会，共谋发
展。

大会现场，武汉市黄陂区与苏州仕
泰隆工业服务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建设新隆泰高端装备城，致力打造华中
地区最大的工业母机供应链一站式集
采、研发、制造和全方位赋能中心。目
前，国内外50余家领军企业已达成入驻
协议。

湖北工业母机产业发展基础雄厚，
拥有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
智能制造装备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一批高端平台；拥有顶级人才队伍，其中
工业母机领域院士达6人；龙头地位突
出，拥有5家国家工业母机链主企业，数
量居全国第二。

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鄂产”工
业母机创新成果涌现，频频攀向“最高”。

武重集团成功研制全球首台配备
数控六轴头的九轴六联动专用数控机
床。新威奇研制的我国最大吨位的
4000吨伺服直驱电动螺旋压力机，已用
于先进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的生
产。天昱智能研制出全球首台“铸锻铣
一体化”新型工业母机，可3D打印大飞
机起落架。

推进工业母机产业链发展，打造动
力强劲的工业“心脏”，“政府之手”千方
百计，想方设法，频频出招。

湖北高规格举办“制造翘楚”产业链
供应链对接活动，在资源协同中，强“机”
赋能、合作共赢。华工科技打破三维五

轴激光加工机床依赖进口的状况，市场
占有率国内70%、全球第三。华中数控
已形成年产中高档数控装置3.3万台、高
性能伺服装备2万台能力，中高档系统
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达30%。华中9型智
能数控系统作为全球首台搭载AI芯片
的智能数控系统，已在国内多家机床企
业配套应用。三环锻压推出的PPES型
（高性能工程塑料）电液伺服数控折弯
机，畅销“一带一路”国际市场。

高端的制造，急需工业母机。2024
年7月，工信部部署开展“工业母机+”百
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活动将持续到
2027年，这从侧面说明，国家层面对工
业母机突破的急迫与决心。

湖北将以大规模设备更新为契机，
组织工业母机组织参与“工业母机+”百
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推进工业母机成
套、成线、成规模示范应用，形成持续迭
代的应用生态。推动与国家工业母机产
业投资基金签署合作协议，发挥国家级
产业基金引领作用、金融资源推动作用，
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质企业。

12月4日12时46分，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湖北造”快舟一号甲固体运载
火箭“升级版”首次发射升空，将海哨一
号卫星（中科卫星08星）送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近地轨道运载能力由300公斤提
升至450公斤，能进一步支持单星、多星
等多种形式的发射任务，有效提高发射
效率，降低发射成本，更好满足未来商业
卫星发射市场需求。”航天三江所属航天
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研发人员介绍。

2024年，商业航天首次被写入国务
院政府工作报告。在政策鼓励下，湖北
加码布局，积极延链补链强链，加大科技
创新力度，商业航天产业集群加速崛
起。2024年1至10月，全省商业航天产
业营收609亿元，同比增长11.5%。

2024年4月24日，首届“中国—拉
美和加勒比国家航天合作论坛”在湖北
武汉开幕，习近平主席向论坛致贺信。
论坛发布《武汉宣言》，我省融入航天国
际合作交流迎来重大机遇。同期，2024
年“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在武汉举行。

国家航天局与湖北签署新一轮战略
合作协议，围绕支持湖北商业航天发展
等方面达成合作共识。《湖北省突破性发
展商业航天行动计划（2024—2028年）》
印发实施，武汉市出台推进商业航天突
破性发展若干措施。

围绕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服务
链“四链”融合，全省突破性发展商业航

天梳理形成我省商业航天重点企业库，
加快建设一批重大项目。

火箭链方面——快舟一号甲“升级
版”首次发射成功，快舟十一号完成首次
商业履约发射，可重复使用技术试验箭
完成百米级垂直起降试验，70吨级液氧
甲烷发动机热试车进展顺利。快舟系列
火箭今年成功完成5次发射任务。

卫星链方面——我省卫星激光通
信、星载原子钟等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
核心配套研发进展顺利；空间公司下线
卫星8颗，在手订单近40颗，创历年新
高；“楚天”星座技术验证星、全国首颗城
市专用卫星“武汉一号”、全球首颗医学
遥感卫星“珞珈四号”01星、全国最大商
业雷达遥感星座的“黄冈一号”“黄冈二
号”等卫星顺利入轨，今年省内单位参与
入轨卫星已达19颗。

数据链方面——实施防灾减灾及重
点湖库保护高分卫星数据示范应用，依
托4批次强降雨应急遥感数据，绘制29
幅洪水监测专题图，协同开展防洪研判、
水位调控，上下游协同控制成效显著；同
步提供4次月度常规观测，有力支撑水
质监测等应用。

服务链方面——武汉卫星数据公共
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营，已接入80余颗
卫星数据资源，开展卫星示范应用近40
个场景；长江科学院牵头，以卫星遥感数
据为底层，打造长江流域全覆盖水监测
系统，2025年可投入运行；支撑全省商

业航天突破性发展，商业航天供应链投
资平台公司论证工作已全面启动。

湖北深化“一中心、四基地”产业布
局，以武汉为中心，襄阳、宜昌、孝感、黄
冈为支撑，着力推进武汉国家航天产业
基地、国家地球空间信息产业化基地等9
个重点园区建设。目前，武汉国家航天
产业基地企业服务中心项目已完成勘
察、设计招标；投资40亿元的武汉地球
空间信息产业化基地（二期）全面开工。

2024年以来，低空经济持续火热，
一个万亿级产业新赛道徐徐铺开。

抢抓机遇，湖北正锚定无人机、通用
航空等低空经济核心组成部分，加速布
局前沿赛道，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
发展新动能。

我国首款载人飞艇“祥云”AS700完
成首艇交付，在手订单187架。

“领雁”AG50轻型运动飞机改进型
完成空中首秀，正式转入科研试飞验证
阶段。

“晨龙天使”飞机取得中国民航局
CAAC 生产许可证，正式进入批产阶
段。发布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
器）整机研制专项攻关“揭榜挂帅”计划，
加快发展低空制造，揭榜方最高可获
500万元经费奖励。

武汉经开区正在打造全国低空经济
发展的集聚区和示范区，持续夯实产业
配套。今年以来，海直通航、旭日蓝天等
头部企业纷纷入驻示范区。

从制造到“智造”——工业母机向高端突围

“四链”融合——商业航天加码布局

“双碳”引领——绿色智能船舶逐绿向新

湖北造“晨龙天使”飞机亮相珠海航展。
（晨龙飞机（荆门）有限公司供图）

“祥云”AS700载人飞艇飞行中。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特飞所供图）

10月21日，国内首艘万吨级甲醇双燃料综合电力推进内河
散货船“国能长江01”号顺利交付。 （长江船舶设计院供图）

“三峡氢舟1”号。
（中国船舶第712所供图）

55月月2121日日1212时时1515分分，，快舟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快舟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成功将
武汉一号卫星武汉一号卫星、“、“楚天楚天””星座首颗技术验证星发射入轨星座首颗技术验证星发射入轨。。（（王衡王衡 王海霞王海霞 摄摄））

策划：省国防科工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