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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加持
新型储能产业蓄势待发

习近平对广东珠海市

驾车冲撞行人案件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全

力救治伤员，依法严

惩凶手；加强风险源

头防控，严防发生极

端案件。

▶ 本报记者 张伟

“双控”为数智化带来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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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秘鲁媒体

发表题为《让中秘友

好之船扬帆远航》的

署名文章。

习近平抵达利马出席

亚太经合组织第三

十一次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并对秘鲁进

行国事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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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进博会：
机器人登台“打擂”拼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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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成为
全球经济增长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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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社工助手”
为基层社区治理减负

国家高新区第四季度国家高新区第四季度““进度条进度条””已拉满已拉满

我国海洋盐度探测卫星成功发射

我国无能耗制冷研发取得重大突破

习近平同秘鲁总统

博鲁阿尔特举行会

谈。

《求是》杂志发表

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文章《以人口高

质量发展支撑中

国式现代化》。

CHINA HIGH-TECH INDUSTRY HERALD

第四季度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黄

金期。当前,国家高新区纷纷按下发展“快进键”，

以“拼”的劲头，“干”的作风，持续奔跑，满弓紧弦

打响收官战。

马鞍山慈湖高新区企业安徽瑞斯康达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一派繁忙景象：生产车间，6条生

产线不停运转，纤收发器、网络交换机等设备的

核心零件正抓紧赶制生产；仓储车间，叉车来回

穿梭，工人们忙着装箱、码垛，等待外销……

“前三季度，企业努力克服市场因素的影响，

完成产值 2000多万元。我们正全力冲刺第四季

度，夺取全年胜利。”该企业行政负责人表示。

企业生产快马加鞭，项目建设同样热火朝

天。投资总额20亿元的马鞍山慈湖高新区3H医

用康复产品生产基地，其项目一期宁马科创园

8000平方米的厂房正在抓紧装修，明年春节后将

迎来正式投产。

在烟台高新区，多个重点项目接连开工建

设，涉及智能制造、信息科技、现代物流等领域，

为该高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烟台高新区 IVD产业园项目，总投资额25亿

元，总用地面积 201亩，拟建设科研中心、标准化

厂房及配套商业设施等基础设施，打造国内最大

的体外诊疗研发基地，该园区建成运营后将形成

具备产业上中下游核心凝聚力的一体化 IVD产

业集群。目前，该项目南地块正在开展室内装修

及室外配套施工；北地块正在进行主体建设。

西安高新区举行 2024年第四季度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仪式，涉及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多个领

域，总投资额283.62亿元的23个高质量项目开工。

其中，总投资额 10.13 亿元的西安科学园高

能级创新平台项目DK-3，是西安“双中心”建设

实质性推进的重点项目，将着力打造科研+实验

平台，服务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由陕西汉唐森源实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投资 28亿元建设的汉唐森源新材料产业基地

项目，将主要建设生产集控中心、粉体加工车间、

粉体分级研发室等生产研发设施，建成后年产值

预计达32亿元，将具备年产8万吨锂离子电池改

性石墨负极材料的生产能力。

福州高新区第四季度将开工重大项目12个，

其中产业项目7个、基础设施项目5个，总投资额

83亿元，年计划投资额 15.5亿元。例如，新能源

智能制造研发生产基地项目，将分两期建设，总

建筑面积约 13.8万平方米，拟建设标准化厂房、

综合办公楼、研发楼、产品研究中心及宿舍楼等

配套设施，建成年产能 200万千瓦光伏支架及相

关产品生产线。

第四季度，无锡高新区（新吴区）多个重量级

产业项目蓄势待发。其中，中生天信和生物制药

上游原材料及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总投资额 5
亿元，用地面积30亩，建设2.8万平方米的生产厂

房和辅助设施。一期工程投产后，细胞培养基年

产能达600吨，纸片载体年产10吨，此外还将增设

生物反应器的生产线，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产

值5亿元。该项目规划为两期工程，一期项目目前

施工进度达95%以上，计划2024年12月初竣工。

“燃起来！”国家高新区纷纷表示，面对复杂

多变的外部环境和高质量发展的紧迫任务，作为

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新质

生产力引领区，国家高新区将牢牢把握高质量发

展首要任务，全力以赴拼经济、谋发展，以“稳”应

变、以“进”促稳、以“新”提质，奋力跑好全年“最

后一棒”。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记者 宋

晨）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11月 14日

6 时 42 分，海洋盐度探测卫星由长征四

号乙遥五十三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发射升空。运载火箭飞行正常，成

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

海洋盐度探测卫星是国家民用空

间基础设施中的科研卫星，又称海洋

四号 01 星。卫星配置综合孔径辐射

计、主被动探测仪等载荷。

该卫星发射入轨后，可填补我国

高精度全球海洋盐度探测能力空白，

完善我国海洋动力环境要素数据获取

能力，提升我国海洋预报产品精度及质

量，满足海洋环境预报、海洋生态预

报、水循环监测、短期气候预测与全球

气候变化研究等方面的业务需求，并兼

顾土壤湿度测量，为海洋主体行业应用

和农业农村、减灾、气象等相关行业应

用提供支撑数据，形成应用产品能力。

据介绍，国家航天局负责海洋盐

度探测卫星工程组织管理、重大事项

组织协调和发射许可审批；自然资源

部、农业农村部、应急管理部、中国气

象局为用户部门，负责各自应用系统

建设和运行；自然资源部国家卫星海

洋应用中心负责地面系统建设和运

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和八院分

别负责卫星系统和运载火箭系统抓总

研制。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

545 次发射。

新华社长春11月15日电（记者 孟

含琪）记者 15 日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

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了解到，该所

研究员李炜团队与合作者探索出一种

竖直表面的日间亚环境辐射制冷新策

略，这种制冷方式应用后无需消耗能源

即可完成制冷，大幅节约能源并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这一重大突破于北京时

间 15日在国际期刊《科学》发表。

夏日人们在空调房中休息，日常冷

链运输等制冷设备也不断耗费大量能

源，这些都将加剧温室气体排放，甚至

加快全球变暖的进程。面对这一挑战，

科研人员在不断寻找无需消耗能源的

有效制冷方案。

一些科研团队从古代伊朗的制冰

方式获得灵感，研发出日间辐射制冷技

术。当时人们巧妙利用夜晚沙漠的低

温来制冰。这一做法的原理，是基于地

球上物体能够借助 8 至 13 微米的大气

透明窗口向寒冷的外太空辐射热量，实

现低于环境温度的自然制冷。

“这种辐射制冷方式属于被动制冷

策略，无需消耗电力等能源。”李炜说。

近十年来，日间辐射制冷技术取得显著

进步。即使在最炎热时，采用热光子学

原理设计的辐射制冷器，仍然能使表面

温度比周围环境空气低出 5 到 10 摄氏

度。

但大多数研究成果都聚焦于像楼

房屋顶等直接面向天空的物体。现实

生活中，建筑物外墙、车辆以及纺织品

等物体大部分外表面都与天空保持竖

直方向。面对这些物体研究日间辐射

制冷技术时，不仅要考虑有效减少太阳

光谱的吸收，还要尽可能提升大气窗口

波段的热发射，并设法避免被高温地面

所加热。尽管近年来国际上一些研究

团队做出尝试，但在竖直表面实现日间

低于环境温度的辐射制冷研究仍是挑

战。

对此，李炜团队创新利用热光子学

手段，提出一种角度非对称光谱选择性

热发射器，破解了竖直表面日间辐射制

冷难题。该发射器不仅具备高效反射

太阳光的能力，还能减少吸收来自大气

和高温地面的热辐射，实现低于环境温

度的制冷效果。该团队在晴朗夏季进

行室外测试，实现了低于环境温度 2.5
摄氏度的制冷效果。

相关成果在《科学》发布后，李炜团

队致力于将研究成果服务于国家重大

需求，在高效制冷和传热等领域发挥作

用，为节能减排作出贡献。

物联网新物种企业
连续 3年增长

本报讯（记者 李争粉） 11月 12日，在无锡市举行的国家高新区

物联网产业协同创新网络建设大会上，长城战略咨询发布的《中国物联

网新物种企业发展报告2024》显示，2021-2023年中国物联网新物种企

业数量连续3年增长，分别为156家、168家和187家。

“新物种企业以数据作为主要驱动要素，在小切口的新赛道中通过

创业式创新实现科技成果转化，逐渐成为新经济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重要力量。在“万物相连、互联互通”的物联网产业领域，聚集了一

批以独角兽、潜在独角兽、哪吒企业为代表的新物种企业。”长城战略咨

询董事、副总经理王志辉在发布报告时表示。

报告显示，2023年187家新物种企业中，新晋新物种企业76家，独角

兽企业共计56家，潜在独角兽企业共计113家，哪吒企业共计38家（哪吒

企业中有2家同时为独角兽企业，有18家同时为潜在独角兽企业）。

超九成新物种企业集聚在物联网感知层和应用层。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物联网新物种企业主要分布于物联网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应

用层。其中，感知层和应用层新物种企业数量分布最集中、增长最快，数

量占比近九成。

在物联网感知层，AI SoC芯片、通信芯片、射频芯片等9个赛道共集

聚了78家新物种企业，近3年企业数量增长显著。其中，通信芯片和AI
SoC芯片是3年间持续热门且高速增长的赛道，企业数量分别从9家增长

至22家、11家增长至19家。

在物联网应用层，智能网联、工业互联网、机器人等19个赛道共集聚

了91家新物种企业。应用层新物种企业数量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其

中，服务机器人、协作机器人、仓储物流机器人、智慧工控安全、智能网联

等赛道的企业数量在近3年持续增长，尤其是智能网联赛道，企业数量从

5家增长至13家。

超半数企业获得新融资，总估值超1300亿美元。报告显示，2023年，

有98家物联网新物种企业新获融资，占物联网新物种企业总数的52%。

其中，感知层新获融资企业数量最多，占新获融资企业总数比例超五成。

2023年中国物联网独角兽企业总估值超1300亿美元，企业平均估值

23亿美元。

从赛道估值看，AI SoC芯片、智慧零售、智能网联赛道的物联网独角

兽企业总估值均超百亿美元，分别为245.5亿美元、196亿美元、116.8亿

美元。从企业估值看，估值前5名的企业依次为菜鸟网络、地平线、智芯

微电子、小度科技、奕斯伟计算。

头部投资机构是物联网新物种企业主要投资力量，内资头部投资机

构投资进一步加速。2023年红杉中国和深创投成为投资物联网新物种

企业数量最多的机构，分别参投了22家和21家企业。内资投资机构参

投物联网新物种企业数量由2021年的60家大幅提升至2023年的232家。

“上北深”成为物联网新物种企业主要集聚地。报告显示，2023年，

187家中国物联网新物种企业分布在32个城市。上海、北京、深圳企业数

量分别为36家、35家、28家，成为物联网新物种企业的主要集聚地。

“新物种企业作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典型代表，已成

为中国物联网应用创新、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在推动区域科技创新、产

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王志辉表示。

11月12-17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在该博览会国家航天局“中国航天”展台，嫦娥六号任务取回的

月球背面月壤样品首次向国内公众展出。图为观众在观看拍摄嫦娥六号任务取回的月球背面月壤样品。 新华社记者 邓华/摄

11月14-16日，为期3天的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举办。来自10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家

知名企业与国际组织参展，同期发布了4300余个新技术、新产品、新成

果。图为参观者在了解一款机械臂。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启事

本报 2024年 11月 25日、12月 2日两期

合刊，合刊12月2日出版。特此敬告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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