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位于佛山高新区顺德园的库

卡机器人（广东）有限公司披露的 2021
年半年报显示，库卡在中国市场上半年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97.2%。而这也成

为佛山高新区发力机器人产业结出的硕

果之一。

佛山“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到

2025年，智能制造装备及机器人等四大

产业集群，将冲刺 3000亿元产值规模。

迈向3000亿元，佛山机器人产业需要坚

实的基础，也亟待腾飞的契机。伴随着

佛山制造业掀起新一轮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浪潮，作为驱动佛山创新发展重要载

体的佛山高新区正迎来空前发展机遇。

正是借着市场大好的东风，今年 4
月，美的库卡智能制造科技园二期项目

启建，计划在一年半内完成 6栋厂房的

建造，满足未来3-5年的发展需要。按

照计划，美的库卡智能制造科技园今年

将实现生产销售机器人1.4万台，产值破

20亿元。

即使疫情给经济带来了较大不确定

性，佛山机器人产业依然没有停止拓疆步

伐。今年上半年，佛山相继迎来了盈合、蓝

胖子、川崎等国内外机器人企业的落户。

今年 4月，日本川崎机器人“牵手”

佛山高新区顺德园的企业——隆深机器

人，投资 1亿元成立合资公司。双方合

资工厂投资更达到10亿元，计划于2021
年8月实现投产，达产年实现营业收入8
亿元。

川崎机器人与隆深机器人的合作可

以视作一个典型案例。近年来，伴随着

产业转型，佛山本土一批机器人企业崛

起，如隆深机器人、嘉腾机器人等。同

时，吸引了大批世界级头部企业以合作

或投资的方式落子布局，在川崎之前，

ABB、库卡、发那科、安川电机等四大世

界级头部机器人企业均已布局落户，在

川崎之后，国内龙头埃斯顿也强势落子。

“过江龙”与“本地虎”齐齐造就了佛

山机器人产业的群星闪耀，也形成了佛

山机器人产业迈向 3000亿级集群的一

支强军。

作为全国乃至全球重要制造业基

地，佛山是国内较早一批打造工业机器

人产业园的城市，也发展成为目前国内

主要的机器人产地之一。截至去年年

底，佛山机器人产量约占全国机器人产

量的1/5。这也意味着，全国每5台机器

人就有1台生产于佛山。

值得关注的是，佛山机器人产业正

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今年 8月，佛山

高新区管委会对 2021年度佛山高新区

前沿技术应用场景试点示范项目认定工

作进行了宣讲，将对获得前沿技术应用

场景试点示范项目认定的企事业单位最

高补助100万元。这也宣告了佛山即将

迎来一轮最大规模的数字化、智能化改

造浪潮。

随着制造业推动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佛山也将迎来机器人需求“井喷”，这

是佛山高新区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巨大机

遇。接下来，佛山高新区将借助需求“井

喷”的契机，聚焦高端装备、智能家居、新

材料等主导产业和佛山创新灯塔社区等

产业地标，打造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智

造标杆。

塔吊林立的工地、拔地而起的厂房、

安装正酣的设备、焊花四溅的车间……

一幕幕“速度”与“激情”的项目

施工情景正在唐山高新区上演。今

年以来，唐山高新区民生项目建设愈

发稳健，新兴产业动能更加强劲，营商

环境持续赋能发展，多个产业项目加速

攻坚突破，引领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0年以来，唐山高新区先后被评

为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园区和全国6
个“真抓实干、成效明显、通报表扬的产

业转型升级示范园区”之一。今年，唐

山高新区重点推进产业项目52个，总投

资157亿元。在8月初举行的唐山市第

二季度重点项目观摩评测活动中，唐山

高新区获得小组第一名。

日前，笔者走访该区重点项目现

场，探寻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特色

样本。

新兴产业项目
打造高质量发展“擎天柱”

一个好项目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一

批好项目是一个新的增长极。今年以

来，在唐山高新区，一些新科技、新产业

项目如雨后春笋，迸发出勃勃生机，孕

育着新希望产业。

以特种机器人、焊接产业、智能仪表

等产业链项目为代表，战略性新兴产业项

目成为今年唐山高新区推进项目中的当

然“主角”。有些项目在细分行业领域发

力，如华发教育高清多点触控电视机、烯

彤科技石墨烯电发热元件等一批新兴产

业项目，推动相关企业成为国内同行业的

领军企业，筑牢了有效投资“压舱石”。

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显

现。目前，中信重工开诚公司投资10亿

元建设的智能特种机器人项目一期已

建成投产，建成了特种机器人研制、远

程控制、培训体验、检测、展示及综合服

务五大中心，成为国内最大的特种机器

人研发制造基地。百川智能已开工建

设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基地项目，将打造

全国最大的轨道交通检修试验设备研

发制造基地。

京唐智慧港项目建设跑出“加速

度”。京唐智慧港现已形成“五横七纵”

的路网格局，污水处理厂、自来水厂先

后建成。同时，在京唐智慧港，产业项

目快速推进，苏宁智慧电商产业园项目

基本完工，将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大型区域电商运营中心；和君信远（京

津冀）高端制造产业 e家项目外装已完

成，并有 40家企业签约入驻；中国邮政

唐山综合电商物流园、北京祥瑞恒未来

工园等项目预计年内开工建设。

应急产业项目
做强转型发展“新引擎”

今年以来，唐山高新区把应急产业

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之一，加快推

进中信重工开诚智能特种机器人、震安

智能化减隔震制品装备制造基地、微探

光纤感知智能消防预警系列产品研发

生产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为推动智能

应急装备产业发展提质提速。

在中信重工开诚智能有限公司，消

防排灭烟机器人可以轻吐“龙卷风”，消

防灭火机器人能高举“喷水器”……由

特种机器人担当主力的“空地协同、三

位一体”的立体消防作战产品体系日益

完善。2020 年年初，面对疫情防控需

求，该公司用很短时间就完成一款室内

消杀特种机器人的研发。目前，该款机

器人不仅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

馆等窗口单位充当着防疫“主力军”，还

出口到加拿大等国家。5年来，该公司

研发出应急救援、特种作业 2大系列 50
多种特种机器人产品，成为全国领先的

特种机器人企业。

震安智能化减隔震制品装备制造

基地项目成为唐山高新区应急产业发

展的另一增长极。该项目总投资 3 亿

元，占地 50亩，总建筑面积 2.77万平方

米，主要建设综合楼、生产车间、力学实

验室等。该项目依托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福霖工作站，促进国内减隔震及抗震

技术推广应用，并与广州大学国家工程

结构中心开展建设工程减隔震技术促

进“碳中和”课题研究。达产后，年产减

隔震产品 10 万套，实现销售收入 10 亿

元、利税5000万元。

微探光纤感知智能消防预警系列

产品研发生产项目也在加速推进中。

项目总投资 1.1 亿元，由北京普泰金安

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建成后，

年产5万台光纤感知智能消防预警系列

产品，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5亿元、利润

5000万元、税收8000万元，成为北方地区

规模最大的机器人光纤传感技术、光电

智能一体化研发生产制造基地，为唐山

市应急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良好营商环境
成为吸引项目“强磁场”

市场主体税负减轻了、资金成本节

约了、投资者权益更有保障了……今年以

来，唐山高新区通过深化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优化区域审批、创新云端审批等

服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出市场

主体创业创新的热情与活力，汇聚起支

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与合力。

“量身定制”精准服务。为企业开

展定制服务、预约服务，选派优秀窗口

人员专门服务、代办服务，按照特事特

办、急事急办的工作要求，不仅帮助企

业进行名称核准、表格填写，甚至从企

业后续项目建设入手，帮助企业确定经

营范围，筛选经营地址，并开展企业注

册、项目立项、食品药品经营许可、教育

机构设立、危险化学品经营备案五联

办，助力企业登记、税务登记、公章刻

制、企业立项一天办结。

“一揽子”事合成一件事。在地理

位置集中连片、功能基本相近、审批内

容基本相似的区域内，持续推进区域审

批，即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区域，组织各

专业机构提前完成建设项目审批过程

中涉及的前置性评估评审工作，形成整

体性、区域化评估评审结果，供进入该

区域的多个建设项目共享使用。今年

以来，高端装备制造e家、震安科技等几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共享了区域审

批的“红利”。粗略测算，区域审批减少

时间成本 30-50个工作日，为每个企业

节约资金成本约50万元。

审批不见面，服务“键对键”。2020
年以来，唐山高新区运用“互联网+政务

服务”，打造了“前端+网络+终端=云端

审批”的服务新模式。唐山亚特专用汽

车有限公司需要增加应急救援车辆的产

量用于疫情防控，唐山高新区行政审批局

利用互联网进行“云端审批”，仅用1个工

作日完成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备案，确保

了项目投产以及疫情防控的有效开展。

风好正是扬帆时。下半年是投资和

项目建设的关键期，唐山高新区将进一

步用好政策“组合拳”，力促高质量发展

跑出“加速度”，通过招商引资不断链，项

目建设不断线，推动重大项目接续不断，

新增长点持续涌现，投资结构持续调

优，在新一轮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力争

高效率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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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桂林七星区以优

异成绩获桂林市 2020 年度产业大招

商专项考评排名和实际利用外资（商

务口径）专项考评排名“双第一”，分

别获得最高奖金300万元和100万元。

今年以来，桂林七星区持续推进

产业大招商，七星区领导带队走出

去，主动上门宣传、服务、洽谈，对一

些认准的大项目、好项目，主动对接

提供优质服务。辖区集中精力围绕

智神、光隆光电、清研皓隆等重点企

业，尝试引进几个能产生“链式反应”

的项目，促进补链、强链、延链。

同时，打造“优中更优”的营商环

境。推广“双容双承诺”制度，完善建

设项目代办服务机制，开辟审批绿色

通道，提升项目落地效率。深化政务

服务“简易办”改革，大力推行审批承

诺制，完善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互联网+监管”。以提升服

务质量促招商，在引资总量、投资结

构和投资服务等方面实现新突破，为

助推桂林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近年来，桂林七星区高度重视招

商引资工作，紧盯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着力招大引强，狠抓项目落地，取

得可喜成绩，无论是资金到位，还是

工业类项目引入，都在桂林各县市区

名列前茅。2020年，桂林七星区全年

实现区外境内到位资金 105.19亿元，

完成年度任务（104亿元）101.14%，圆

满完成全年任务；实现商务口径外资

到位 2625万美元，完成年度任务（470
万美元）的 558.51%，位居桂林各县市

区之首。 蒙慧萍 王亚东

本报讯 近日获悉，莱芜高新区

智能装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成功

入选 2021 年度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培育）名单。

近年来，莱芜高新区按照“一区

一主导”产业发展要求，大力培育智

能制造装备主导产业，引导企业通过

技改扩能、产学研合作等途径，向着

智能化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制造装

备产业高企数量 65 家，占园区高新

技术企业总数的比重达 65%，成为

园区最有发展潜力、创新实力最强

的产业集群，并获批成为山东省科

学发展园区、山东省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园区、山东省知识产权示范园

区。

根据规划，莱芜高新区将全面

提升智能装备制造产业的技术水平，

建成上下游互联、产学研互动、专业

分工明晰的创新型产业集群。一是

依托中关村信息谷智能制造产业园

两大产业基地建设，推进新能源汽

车、工程机械、农用机械、智能仪器仪

表、核心零部件等细分领域向中高端

发展。二是依托山东重工（济南莱

芜）绿色智造产业城，加快推进智能

网联重卡、凯傲智能叉车、智能网联

试车场、山推大型挖掘机、重汽特种

车等重点项目建设，重点发展工程车

辆、专用特种车、乘用车等领域的新

能源汽车，创新发展智能网联重卡汽

车，打造完善的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生态圈。三是支持山东能源

重装、阿尔普尔等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推动与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融合，提升重大成套设

备高端化、智能化水平。四是支持力

创科技、山东大侨等企业突破工控装

备关键核心技术，大力引进工业机器

人领域相关项目，提高工控装备产业

能级。力争到2023年，智能制造装备

产业主导地位更加突出，产业结构更

加优化，集群企业总数达到 100 家以

上，产值达到300亿元。 王成明

本报讯 今年以来，平顶山高新

区围绕主导产业，不断优化投资结

构，积极培育经济新增长极，助推经

济高质量发展。

根据规划，平顶山高新区今年全

年共谋划重点项目 61 项，总投资

313.2亿元，紧紧围绕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上下游产

业链条，以六大产业园区为载体，依

据“四张图谱”，积极开展“四个拜

访”，依托园区企业平台、产业联盟、

行业协会等第三方延链、补链、强

链。

平顶山高新区着力实施中国尼

龙城创新产业园等项目，推动尼龙

新材料产业向中下游延伸；有序推

动巨高智能电气产业园等项目建

设，引导电气装备制造产业向智能

化、需求侧布局；积极谋划煤盐化工

与新能源产业的融合发展，打开进入

光伏、储能、动力电池行业的新通道。

围绕主导产业，平顶山高新区梳

理分析产业链中的重点薄弱环节和

拓展领域，疫情反弹期间，利用电话

招商、VR 技术线上实景查看厂房等

方法，积极对接奥克斯集团洽谈电气

装备产业园项目、对接北京蓝田农发

实业公司洽谈冷链物流基地新基建

等项目，坚持招商工作不断档，全力

构建生命力旺盛的产业生态。

打造经济新增长极，平顶山高新

区在为企业生产和创新提供优质服

务的同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扎实

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截至目前，

共收集区级层面企业问题 141 个，已

解决问题 132 个，解决率 93.6%，位居

平顶山市前列，企业经营活力显著增

强。 吕博文

11家企业获得表彰，均胜集团参与

“亩均论英雄”3.0 多跨场景应用平台

启动仪式，永新光学亮相浙江省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典型实践案例……

在近日浙江省以视频会议形式召

开的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

涅槃”攻坚行动推进大会上，该省发

布了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

涅槃”攻坚行动的高耗低效整治企业

清单、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清单、制造

业重大招引项目清单和质量提升“双

百”计划清单“四张清单”，发布了年

度第一批制造业领域“尖兵”“领雁”

研发攻关计划项目榜单，表彰了第三

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其中，思进智能、迪泰通信、圣瑞思等

11 家宁波高新区企业在列，截至目

前，该区已有 13 家企业入选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宁波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黄利琴表示，宁波高新区将深入

贯彻此次会议精神，持续深化“亩均论

英雄”改革，坚决打好新一轮制造业

“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战，继续做

好强化亩均论英雄、招大引强上项目、强

化创新做支撑、发展总部经济、支持政策

落地五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工作。

一要做好“亩均论英雄”创新高。

宁波高新区将持续深化“亩均论英雄”

改革，通过全面启动工业区块改造提

升、加快工业用地空间优化、打造宁波

智造高地，盘活存量工业用地，加强工

业用地要素供给，打造产业发展新空

间，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力

争规模以上工业亩均税收、规模以上

工业亩均增加值实现新突破，3 年内

亩均税收低效企业实现清零。

二要做好招大引强上项目。宁波

高新区将围绕新材料、生物医药、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三大产业，以创新、服

务为主要产业链节点，通过重点建设

宁波新材料国际创新中心、数字健康

产业园、软件园等重要载体，吸引集

聚高端研发机构、龙头及大型企业的

研发总部，重点将三大产业继续做大

做强。

三要做好创新发展做支撑。宁波

高新区将继续推进“五引领五倍增”

行动，通过加快新材料产业创新服务

综合体、新型光电显示综合体、工业

软件综合体等创新平台建设，加快高

端人才引进，建设并用好大院大所等

高能级平台，加速人才与产业要素对

接。开展新一轮科技型中小企业和

高新技术企业双倍增行动，推进研发

活动、研发机构和知识产权全覆盖。

四要做好总部经济谋发展。宁波

高新区将充分利用好政策高地、科技

高地、人才高地等高端禀赋优势，围

绕数字经济领域，均胜、激智等高端

制造业企业，重点发展楼宇工业、总

部经济、平台经济，逐步向制造总部、

高端服务转型发展，实现集约高效的

空间策略，打造宁波总部经济高地。

五要做好政策落地惠企业。宁波

高新区将开展产业政策优化研究。

围绕园区实际，开展制造业政策研

究，重点立足形成与企业贡献挂钩、

与企业创新挂钩、与企业核心竞争力

挂钩的产业政策。深化企业“三服

务”工作。做好国家、省市区系列惠

企政策及早及时落地兑现。开展多角

度、多层次的企业服务对接会，组织开

展智能化改造提升对接、企业专项政策

辅导、银企联动、市场共享对接、企业共

性问题集中协调等各类形式的对接会。

桂林七星区产业招商获奖励

莱芜高新区一产业集群
入选“国家队”

平顶山高新区：强链延链补链
积极打造经济新增长极

唐山高新区跑出高质量“加速度”

佛山高新区机器人产业迎来空前机遇期

宁波高新区实施新一轮“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
▶ 甬高宣

近日，玉溪沃森生物技术公司的新冠疫苗产业化基地mRAN模块化疫苗生

产厂房建成并交付使用。这是我国第一个mRNA新冠疫苗产业化基地，总投资

5.2亿元，每年产能2亿剂疫苗。据了解，mRNA新冠疫苗模块化厂房采用目前

全球最先进的模块化厂房建造方式，比传统的厂房建设周期大幅度缩短，极大

地提前了mRNA 新冠疫苗的产业化进程。 图片来源：玉溪高新区

项目落地开花 产业强筋壮骨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