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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转型撑起“智造”大格局

———省市党报记者眼中的“常州智慧”

侧影

五洋纺机下属艾诗丽有限

公司智能服装车间， 纱线上机

10 多分钟，一件成衣就做好了。

“做衣服像 3D 打印一样快捷。”

虽然这只是一家年产值过

亿的成长型企业， 却在双针床

经编机市场全球排名前三，产

品用到了“天宫一号”上，是名

副其实的行业“隐形冠军”。

放眼全球市场， 每三部正

牌手机中， 就有一部手机的受

话器、扬声器、马达来自全球最

大的声学元器件制造商———常

州瑞声科技。

中简科技不但研发出填补

国内空白的碳纤维技术， 还建

成了中国第一条年产 300 吨的

国产 ZT7 系列高性能碳纤维

生产线， 成为中国航空航天领

域国产 ZT7 系列碳纤维的唯

一供应商。

在常州，有这样一批企业，

他们不显山、不露水，日复一日

地潜心创新、执着攀登，牢牢占

据着行业显赫地位， 被称之为

“隐形冠军”。

这个群体的规模， 最新数

据是 218 个， 有 230 多种产品

的销售位居全国前三甚至全球

第一。

转型升级≠转行升级，既

要无中生有，更要“有中培优”。

面对高校资源稀缺、 本土科研

力量薄弱的现实， 常州借鉴深

圳虚拟大学园做法， 把国内科

研院所、 高校科研力量引入常

州， 建设以科教城为主体的创

新平台， 与全市 9 万家民营企

业实现“无缝对接”，创建了科

教联动、产学研结合、校所企共

赢的“常州模式”。

统计显示，5 平方公里的常

州科教城， 已经集聚科技人才

1.8 万余名，其中国家“千人计

划”62 人，省“双创人才计划”72

人， 入驻科技企业近 2000 家，

近 4 年来园区科技企业营业收

入年均增长率 35%。

2015 年 1 月 29 日，“中国

以色列常州创新园”揭牌，中国

与以色列第一个创新合作实验

区正式启动建设。 短短两年，

“创新园”已经集聚了以色列项

目 56 个，先后成立了中以知识

产权国际合作平台、 两国合作

技术转移平台等， 构建了完善

的服务体系。

如果说以色列的企业善于

把 0 变成 1，常州人的梦想是把

1 变成 1000，变成 10000。 常州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称，“隐形

冠军”是创新发展领域的“轻骑

兵”，“冠军”越多证明中小企业

的活力越强，“经济细胞” 越健

康。

科教城，

添加“智慧酵母”

常州的创新元素看哪里？ 记者在常州科教城寻

找答案。2002 年启动建设以来，这片 5 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 每天诞生一家高科技公司， 新增 4 件授权专

利。 媒体采访团在此发现了常州的创新“配方”：给制

造业加上“智慧酵母”，一个全新的世界便款款走来。

常州科教城内的江苏中科院智能科学技术应用

研究院里，世界著名机器人专家、日本千叶大学特别

教授野波健藏的无人机飞控芯片项目， 就像是无人

机的身份证， 可以向地面发送身份识别信息； 美国

GE 前高管彭志学博士的 3D 金属打印技术，就像一

个医生，可以智能修复铁轨、机器设备上的伤口……

江苏中科院智能科学技术应用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马忻说：“江苏中科院智能科学技术应用研究院成

立 3 年来，吸纳全球高端资源，打造了 5 个高端研发

与产业化团队、8 个公共平台、40 家高科技企业。 ”

科教城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园区以应用研发

与市场集成为基点，围绕“智能、设计、信息”三大先

导产业，构建创新创业生态体系。 截至目前，园区科

技人才总数已超过 1.8 万人，入驻创新型科技企业近

2000 家， 近 4 年来园区科技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

率达 35%。

南京日报记者 张 希

金乡邻，

凸显“比较优势”

从文化渊源到产业布局， 常州和无锡都有着惊

人的相似之处。 而地理位置上的相邻相融，又让他们

多了份“金乡邻”的亲切感。

在常州五洋纺机智能化经编生产车间， 智能制

造以出神入化的手法，刷新人们对传统制造的认知：

纱线上机，成衣下线，工序简化，效率提高；无锡海澜

集团的智能裁衣，则异曲同工，两者各有千秋。

在西太湖石墨烯产业园， 看着高科技让世界变

得越发奇妙， 眼睛则紧盯着地图上我国石墨烯产业

的分布地图，无锡、常州赫然入列，新兴高科技产业，

常州无锡携手同行。

阳光产业，是两座城市的共同追求。 天合光能在

光伏产业最低谷时，依然葆有对创新研发的投入，借

创新之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电池转换率、拓展民用

市场，终于走出产业困境，迎来发展新机遇；而无锡

也同样在坚守中迎来了产业春天。 智慧能源领域，常

州无锡共同掘金。

一首产业强市交响，常州篇铿锵激昂，无锡篇亦

有华章。 智能制造、智慧能源……这些名词，正成为

两座城市发展新音符，在“两聚一高”指引下，共同演

绎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辉煌篇章。

无锡日报记者 单 红

十个亿，

打造“智能车间”

位于常州市武进区的五洋纺机生产车间颠覆了

大家对传统机械企业的既有印象。 偌大的车间里只

有三五名工人，没有机械轰鸣，高度智能化的装备在

低噪音状态下悄然工作着。

公司董事长王敏其指着一条流水线说：“这里 1

台 6 吨位智能装备 + 一个经编机关键零部件连杆 +

一些软件 + 一些刀具和工件，就替换掉了 10 台机床

+30 名工人 +30 多个工序。 智能车间的最大优势就

是降低劳动强度，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产品档次。 ”

五洋纺机这个智能车间从 2014 年开始打造，三

年投入接近两个亿，也只是完成了生产线、仓库的智

能化升级，物流的智能化还没有开始。 王敏其说，仅

这一个厂区，要彻底完成智能化改造，还需要再投入

一个多亿，而他计划利用十年时间，花十亿元把三个

厂区全部完成智能化改造。

十个亿是企业十年的全部利润！ 这份创新决心

来自于形势所逼。 五洋纺机成立于 1986 年，是个传

统的纺织服装设备机械企业。“我到美国、欧洲考察

学习了一圈，最后得出一条结论：传统制造企业要想

赢得未来，必须从制造向智造迈进。 ”王敏其说。

如今的五洋纺机已经逐步褪去了传统制造业外

衣，成为名副其实的高新企业。 它不仅在国内行业第

一个实施了智能车间改造， 使其能够制造出国际先

进水平的纺织机械，产品利润率大幅提升；而且每年

都有两到三项达到国际领先或先进水平的新产品投

放市场，成为全球双针床经编机的领跑者。

常州提出打造全国一流智造名城， 五洋纺机只

是众多“智造”故事中的一个。

镇江日报记者 王鹏程

7 月 6 日，世界石墨烯创新

大会在常州召开。

6 年前，当大多数人还不知

石墨烯为何物时， 常州以敏锐

的眼光抓住机遇，布局落子，相

继建成中国石墨烯科技产业展

示馆和全球首家专业从事石墨

烯研发和产业化的新型研发机

构———江南石墨烯研究院；今

年 5 月，西太湖畔，常州石墨烯

小镇正式成为江苏省首批省级

特色小镇。

截至目前， 常州集聚了石

墨烯相关企业超过 100 家，占

了全国石墨烯关联企业的半壁

江山； 先后创造了全球首条年

产 3 万平方米石墨烯透明导电

膜生产线、 全球首款石墨烯手

机、 全球首款智能发热服等 10

项全球第一。 2016 年常州市石

墨烯相关产业产值达到 21.8 亿

元，增长 32.2%。

今日常州，“东方碳谷”已

成为一张新名片。“十三五”期

间， 常州计划在石墨烯领域集

聚 300 家以上企业，100 个以上

人才团队，产值超过 300 亿元，

打造成中国石墨烯原创性新兴

产业发展的集聚示范区、 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石墨烯新材料高

新技术产业化高地。

产业是发展的“动力源”。

2013 年，常州首次提出“十

大产业链”建设，举全市之力打

造含“三车四新三智能”（轨道

交通、汽车及零部件、农机和工

程机械、太阳能光伏、碳材料、

新医药、新光源、通用航空、智

能电网、智能数控和机器人）在

内的十大产业链。

三年后， 十大产业链规模

以上企业完成产值占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总量的比重提高了 5

个百分点，其中，农机和工程机

械、太阳能光伏、智能电网 3 大

产业的产值均已超 500 亿元。

今年 6 月底， 常州“升级

版”十大产业链出炉，将先前的

“三车四新三智能”升级为“五

新三高两智能”（新能源汽车及

汽车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新材

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医药及

生物技术、 轨道交通、 航空装

备、节能环保、智能制造装备、

智能电网）。 升级后的新一轮十

大产业链， 仅今年上半年就完

成产值 2429 亿元， 同比增长

14.4%，高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增幅， 对全市工业产值增长贡

献率达 40.2%。

目前， 常州已初步形成较

为完整的智能制造体系， 石墨

烯、机器人、光伏组件及特种电

缆等产业成为区域标志和新增

长极， 重构了常州的生产力布

局，擦亮了“智造名城”的名片，

成为苏南产业高地上的一道独

特风景。

镇江日报记者 王鹏程 执笔

题图：常州科教城远眺

常州日报 陈暐摄

集聚创新发展的“轻骑兵”：

218个行业冠军

个个“低调有内涵”

组建支撑增长的“炮兵团”：

大项目招引

年年有突破

7 月 10 日，北汽集团、康得

集团联手， 在常州高新区打造

新能源汽车碳纤维部件及车体

研发生产基地；

6 月 19 日， 上汽集团与宁

德时代总投资超百亿元在溧阳

建设动力电池生产基地；

此前， 擅造乘用车的北汽

集团整合常州黄海大中型客

车、校车和新能源客车等产品，

优势互补打造华东整车基地。

截至目前， 常州已经先后

引进东风、金坛汽车、北汽新能

源、车和家、上汽大通等 6 个整

车项目， 形成乘用车与专用车

互补的整车产业链， 规模以上

汽车及零部件企业达 270 多

家，产业链产值近千亿元。

没有转型的增长， 是不可

取的增长；没有增长的转型，是

不成功的转型。 能够一揽子满

足“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

民生”四重需求，优质大项目是

最好的选择。 引进一个龙头项

目，就能形成“炮弹效应”，“炸”

出一片关联企业。

过去五年， 常州每年一个

主题，从“重大项目推进年”“重

大项目突破年”，到“重大项目

深化年”“重大项目提升年”，一

直扭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不

放手，攻坚克难、奋力突破、久

久为功， 干出了重大项目建设

的新精彩———

五年， 累计推进省重大项

目 111 个，年均 20 多个。 投资

总额从 2012 年的 1043 亿元，

提高到 2017 年的 1991 亿元，

增长了 90.9%。 今年，常州共有

29 个项目列入省重大项目，其

中，15 个产业项目年度计划投

资 183 亿元， 投资额在全省各

市中排名第一；

五年，累计引进众泰汽车、

瑞声手机 3D 玻璃、时代新能源

动力及储能锂电池、 北汽集团

常州产业基地、 中兴能源云计

算华东基地等重大项目 51 个，

其中超 100 亿元或 10 亿美元

项目 10 个、 超 50 亿元或 5 亿

美元项目 22 个；

五年， 累计推进市重点项

目 766 个， 平均每年超过 150

个，完成投资 3064 亿元。

逆境图强， 短短几年时间，

常州完成了重大项目的撑杆跳。

深化改革到不到位， 作风

建设好与不好， 大项目的引进

与培育是最直接考量指标。 务

实的常州， 一直围绕项目建设

抓改革、抓作风。

“常州干部队伍的精气神

有了质的飞跃。 ”费高云的这句

结论， 是广大党员干部在项目

建设战场上“拼”出来、“赢”出

来的。

构筑常州智造“集团军”：

“十条链”拉高

产业整体竞争力

太阳能赛车。

苏州日报

倪黎祥摄

常州石墨烯展示馆的产品形

成聚焦点。 常州日报 陈暐摄

常州 五 洋 纺机 的

智能厂房内 ，“男绣娘 ”

在“穿针引线”。

南京日报 冯芃摄

� “GDP 增速全省第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全省第三”“工业投资总量和增幅均创苏南第一”……

这是常州上半年的成绩单。

常州市委书记费高云说，经过近五年负重前行，从“工业重镇”到“智造名城”，常州已经走完“最艰难路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已经五年。 五年来，常州以“平常之心”，沉住气、静下心、埋头干，集中精力抓项目抓

产业抓创新，走出了转型升级的“非常之道”———

从小企业，到大项目，再到产业链，常州的转型是立体的、多维的、全面的，“梯度感”十足。常州市发改委主任汤如军说，这种

“梯度转型”，不仅创造了“过往精彩”，更为未来注入了澎湃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