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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产业未来产业

▶ 本报记者 张伟

光子产业总产值连续两年以每年超过

50%的速度递增，目前已超过 300 亿元。这是

记者 11月 3日在以“追光焕新、聚链成群”为主

题的 2024 硬科技创新大会光子产业峰会上了

解到的情况。

据介绍，陕西省于 2021 年年底实施“追光

计划”，2023 年升级启动“跃迁行动”，目前光

子产业正在快速发展并形成“聚链成群”生态

效应，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聚链成群
“追光”“跃迁”见成效

目前，陕西省的光子产业集群正在乘势而

上，围绕光子产业补链、强链需求陆续引进省

外光子产业重点企业 30余家。

在峰会当天的签约仪式上，中智科仪（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佛山纳诺特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中科原子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深圳

瑞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洛微科技有限公

司、徐州光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6家陕西省

外企业与西安高新区管委会签约，这些企业将

以投入建设生产线、成立分公司或研发中心等

方式落地该高新区。

光子产业链党委书记、西科控股董事长曹

慧涛与 10家银行代表进行现场签约。各金融

投资机构将持续通过“光子补链、光子强链、接

力追光、中鑫先导”等光子基金矩阵以及“科技

基础设施贷”“研发贷”“硬科技创新贷”“光子

贷”等特色化金融产品，满足光子产业链不同

阶段差异化融资需求，为陕西省留下一批、吸

引一批、壮大一批光子产业企业。

陕西省光子产业链首席科学家赵卫与西

部机场集团、中国兵器工业第 203 研究所、中

国电信陕西分公司、陕西电子信息集团等企业

代表签约。陕西省属大型企业将继续与光子

产业链企业一同探索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

方式及路径，驱动产业创新升级。

“聚链成群！”中科创星投资创始合伙人、

硬科技理念提出者米磊在现场向记者介绍说，

陕西省光子企业已由两年前的 150 余家增加

至目前的 300余家，初步形成光子产业生态体

系。通过产业园区聚集效应及光子基金牵引，

中科创星已为陕西省投资孵化企业 114家。

“在面临国际国内经济整体放缓的情况

下，全省多数光子产业链重点企业订单实现了

大幅增长，其中包括中科立德、唐晶量子、中科

微精、奇芯光电、中科天塔、雷神智能、赛富乐

斯、知象光电等产业链重点企业，在订单的加

持下收入迎来爆发式增长，预计全年光子产业

链总产值将实现大幅提升。”米磊说。

汇聚创新资源
西安强势领跑

光子产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关键”，

是未来产业的基石。而在陕西省千亿级光子

产业创新集群培育、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构

筑竞争新优势的过程中，西安市是主战场。同

时，光子产业也是西安市加快建设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所布局的新兴产业，

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中具有关键作用。

当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先进阿秒

激光设施”（西安部分）正式启动建设。该设施

系由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承

担建设，建设周期 5年。该设施能够落地西安

市建设，得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科学院

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也被列为西

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建设内容。

另外，在 11 月 1 日举行的 2024 硬科技创

新大会高新区系列活动上，西安高新区与中国

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签署中国科

学院重点实验室入驻西安科学园协议，中国科

学院超快光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签约入驻，

将为园区光子产业发展再添新动力。

记者了解到，聚焦光子材料与芯片、先进

激光与光子制造、光子传感三大细分领域，作

为陕西省光子产业链企业主要聚集地的西安

市已初步形成光子制造、光子信息、光子传感

等产业集群。目前西安市光子产业链规模约

200 亿元。2023 年，西安市光子产业规模以上

营业总收入达 127.26亿元，预计今年产业链规

模将超过 280亿元。

据西安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陕西省委、省政府实施“追光计划”，以加快

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带动光子产业链集聚发

展，打造全球光子技术原始创新高地、国家光

子产业发展主阵地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光子

产业生态高地。

去年，在全球硬科技创新大会上，“追光

计划”正式升级为“跃迁行动”，目标瞄准形

成百亿级光子产业基金群，打造“曲率引擎”

光子聚集区，进一步推动光子产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

今年 3 月，《陕西省培育千亿级光子产业

创新集群行动计划》出台，提出围绕光子技术

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构建“一核两翼”，打造

以西安市为中心辐射全省的光子产业创新集

群。“一核”指西安高新区光子产业创新发展核

心区，“两翼”即西咸新区和铜川市光子产业创

新发展集聚区。到 2030 年，该省光子产业整

体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形成具备国

际竞争力、覆盖全产业链条的千亿级光子产业

创新集群，赋能新质生产力加速“跃迁”。作为

主阵地的西安市，也将全力“追光”，加大培育

光子产业类优质项目力度，引入光子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驱动光子企业不断在西安市聚集。

“积极抢占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突出

创新引领、做强产业支撑，西安市正加快培育

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

能。”该负责人说。

2024硬科技创新大会于2024年11月1日至3日在西安市举办。本届大会以“硬科技·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突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共举办“123N”近 20 场活动。在以“追光焕新、聚链成群”为主题的 2024 硬科技创新大会光子产业峰会上，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先进阿秒激光设施”(西安部分)建设正式启动；在 2024 硬科技创新大会系列活动国家硬科技创新示范区建设会议上，《2024 中国硬科技创

新发展白皮书——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发布；会议同期发布了《光子技术前沿蓝皮书》。

聚链成群 陕西光子产业“追光”“跃迁”

“发展新质生产力，硬科技是不可

或缺的重要引擎。”11 月 1 日在西安市

举行的 2024 硬科技创新大会系列活动

国家硬科技创新示范区建设会议上，

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硬科技理念提

出者米磊在解读《2024 中国硬科技创

新发展白皮书——开辟未来产业新赛

道》时表示。

该《白皮书》于 2017 年首次对外发

布。2024 年版由西安市中科硬科技创

新研究院、西安创新发展研究院、秦创

原路演中心太白智库联合编写。该版

本内容首次对科技创新中心发展实践

进行探讨，分析硬科技如何助力全球

经济复苏和新质生产力形成，讨论未

来产业技术路线和产业业态，剖析相

关城市发展路径和模式，并瞄准硬科

技创新全要素生态提出建设性建议。

深化对未来产业的认识

目前，未来信息、未来能源、未来材

料、未来制造、未来生物与医学、未来

空间等以硬科技为代表的未来产业正

在全球加速布局。

其中，未来信息正迈向“光+AI”的

智能时代。《白皮书》显示，以光子技

术、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为代表的

信息产业领域将引发信息领域技术变

革和产业重构。如作为光电子领域的

核心元器件，光芯片目前已广泛应用

于通信、工业、消费等领域。

《白皮书》根据有关数据提出，2027
年全球光芯片市场规模有望增长至 56
亿美元，远超 2022 年的 27 亿美元。值

得一提的是，得益于光芯片国产化进

程的持续推进，我国将成为全球光芯

片市场规模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业

内预测，2024 年我国光芯片市场规模

将增长至 151.56亿元。

此外，未来材料是科技创新的物质

基础，是所有未来产业领域的根基；未

来制造以智能制造、增材制造等新兴

工业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未来生物与

医学将重新理解人体和生命；未来空

间将助力人类走向大航天时代。

米磊说，硬科技所涉及的信息、材

料、能源、空间等领域，均是具有显著

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

未来产业，《白皮书》对未来产业的全

景展示有利于产业发展共识的形成，

深化对未来产业技术路线和产业业态

的认识。

展示硬科技创新的城市图景

目前，全国主要城市围绕未来信

息、未来能源、未来材料等为代表的硬

科技领域加快布局。《白皮书》深入剖

析了深圳、西安等“双中心”城市，合

肥、武汉等“单中心”城市，以及科创中

心建设潜力城市的创新发展路径和模

式，展示硬科技创新的城市图景。

2022 年年底，西安市正式获批建

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科技创新

中心，标志着西安市“双中心”建设迈

入第四城时代。《白皮书》认为，西安

市是对自有科创基因进行放大的硬

科技“策源之地”。

《白皮书》提出，如果要从西安市

地图中抠出最具科技浓度的一块，必

是西安高新区。作为“双中心”建设

的前沿阵地，西安高新区是西安市向

外 界 展 现 硬 科 技 实 力 的 生 态 样 板 。

从纵向科创链条看，西安高新区聚焦

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

链”深度融合，奕斯伟、铂力特、易点

天下等科技型企业加速涌现，高新技

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占据西安市

“半壁江山”。从横向资源汇聚看，西

安高新区汇聚了西安市大半的创新

资源，全国首家“硬科技支行”在此揭

牌开业，全国首单技术产权 (技术交

易 )证券化项目在此实施，硬科技创

新人才超 1.4 万名等。

《白皮书》还指出，深圳市是坚持

走自主创新之路的硬科技活力之都，

合肥市是将资本力量发挥至极致的

硬科技创投之星，武汉市是从创新策

源到产业成链的硬科技光电之城。

目前，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能级和

引 领 作 用 持 续 跃 升 ，西 安 、武 汉 、成

渝 、合 肥 等 区 域 科 技 创 新 中 心 围 绕

各 自 特 色 优 势 ，加 快 区 域 协 同 发 展

和 辐 射 带 动 ，共 同 推 动 国 家 创 新 体

系整体效能提升。

本报讯（记者 张伟）11月 3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先进阿秒激光设施（西安部分）”建设在2024硬科技创

新大会光子产业峰会上正式启动。该设施由中国科学院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承担建设，建设周期5年。

2023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阿秒激光领域的

科学家。阿秒是人类迄今为止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单位

（1阿秒=10-18秒），借助阿秒激光可探测飞秒（10-15秒）激

光难以观测到的分子内部电子运动。作为研究电子动力

学的有力工具，阿秒激光将有力推动基础研究原始创

新。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开发了阿秒光脉冲产生和测量

的实验方法，但是目前实验室产生的阿秒光源性能和指

标参数较低，无法支撑其在应用领域实现重大原始创新

突破，而建设先进阿秒激光设施能够解决上述瓶颈问题。

此次光子产业峰会启动建设的该设施，拟建设当前

最先进的，应用终端覆盖全面的，以阿秒时间分辨能力和

高度时空相干性为主要特点的综合性超快电子动力学研

究设施，建成后将利用阿秒激光结合其超短脉宽和高空

间分辨率，通过时间分辨的光谱、电子能谱测量及成像等

技术手段，面向基础研究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科学问题，对

包括高速光电器件、超导材料、光伏发电、光合作用等过

程中的深层次超快动力学过程展开探索。

该设施项目落地西安市建设，得到了国家发展改革

委、中国科学院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被列为

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建设内容。作为光子科

技前沿突破的必要条件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设施将发挥

强大的虹吸、撬动和衍生作用，不断探索“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

产业技术研究—产业转化”的全链条创新模式，推动陕西省成为光子领域顶

尖科技创新人才聚集地、科技创新资源集结地、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培育

新质生产力，更好地支撑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早日建成科技

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 张伟）“全球

光子技术研究呈现稳定增长的

趋势和多学科交叉的特性，尤

其是“光学图像处理与机器学

习”等研究主题的论文数量保

持较高增长态势，这与人工智

能、精密传感、量子技术等前沿

领域的发展需求密切相关。”

《光子技术前沿蓝皮书》由东壁

科技数据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中

科创星在 11月 3日举行的 2024
硬科技创新大会光子产业峰会

上发布。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加

速突破，为多个领域带来变革

性的影响。同处于前沿领域，

光子技术与人工智能“相遇”，

会碰出哪些火花？

《蓝皮书》显示，光子技术

与人工智能相关研究逐年增

加，“深度学习”等关键词数量

显著增长，尤其是在2020年后，

相关科研论文数量增长较快。

这表明，光子技术领域对智能

化的关注度不断增加，光子技

术在人工智能应用中的重要性

也不断提升，二者的融合正在

驱动新型光子计算和信息处理

技术的进步。

《蓝皮书》还显示，过去 10
年，光子技术领域的科研论文数量显著增加，重量级

论文影响力稳步上升，表明该领域处于成熟而活跃

状态。同时，计算机、医学、材料科学等多个学科在

光子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反映出光子技术是一个

高度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多学科的融合推动了光子

技术广泛应用和持续创新。

东壁科技数据创始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

询研究院原研究员、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吴登生介绍

说，科研论文通常代表了某一学科或领域最新研究

成果，通过分析论文的发表频率和引用次数，可以识

别科研趋势和新兴领域的发展方向，不仅为科研人

员选择研究方向提供依据，也为政策制定者、科研机

构和资助机构提供决策支持。

《蓝皮书》显示，过去 10年，中国光子技术领域

10.3177万篇论文占论文总数的 40.26%，其中，中国

科学院的论文总数为 1.4201万篇，占总数的 5.54%。

中国在光子技术领域的论文数量占据主导地位，表

明其在全球科学研究中的快速崛起。

《蓝皮书》认为，国内企业目前在光子技术研究

资助上还相对保守，但重视程度正在提高。比如，在

“光学显微成像与生物检测”“光学测量与精度控制”

“量子光学与发射特性研究”等主题上，相比国外企

业，国内企业资助比例较低，说明国内企业可能更关

注于短期的市场回报和应用开发，而国外企业则对

于基础研究、前沿领域等可能为企业带来长期回报

的研究项目更加宽容。但在整体资助趋势上，国外

企业资助总量呈现下降趋势，国内企业的资助情况

则反之，说明国内企业越来越愿意将资源投入到光

子技术的研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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