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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陶瓷悠久的历

史，作为“舶来品”的玻璃，

在国内也只有百来年历史。

鲜为人知的是，国内第一

家本土玻璃企业，就在 1903 年

诞生于宿迁市的骆马湖畔。

但百余年的发展，宿迁玻璃长

时间停留在中低端，直到将发展方

向明确为“功能玻璃材料”，谋求与产

业龙头央企合作，宿迁玻璃快速向中

高端挺进。

2017 年，宿迁市成功“牵手”中玻控

股，总投资 45 亿元的电子玻璃、汽车玻

璃、真空玻璃项目落地；日前，宿迁市又与

行业龙头凯盛科技集团“联姻”，签下 110亿

元的新材料科技产业园项目。

央地合作、龙头带动之下，宿迁的玻璃产

业挺进中高端。

2020 年，宿迁市将功能玻璃材料产业链，

纳入全市 20条重点产业链着手培育壮大。2021

年，宿迁市即引进中玻新能源材料产业园等功能

玻璃材料项目 10个、协议总投资 150亿元，4个列

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44.5 亿元，推动产业链规模

以上企业增加到 31家，全年累计实现产值 46.72亿

元、同比增长 25.12%。

如此强大的招引能力因何而来？

宿迁市充分发挥全市功能玻璃材料产业链集群

优势、骨干企业优势和全产业链配套优势，成立由市

科技局牵头的培育专班，协助挂钩联系市领导落实

“十个一”工作机制，全力以赴推动固链稳企，促进创

新链与产业链“双向融合”，全力打造一批

“链主企业”“隐形冠军”和知名品牌，增强功

能玻璃材料产业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全力以赴推动固链稳企，宿迁产业链招商

作为功能玻璃材料产业链培育关键一招，在全

面调研情况、研判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科学编

制招商图谱，瞄准行业龙头，大力“择商选资”，

力求在强链、补链、延链上取得新突破。

一方面引进一批高新技术项目，强化龙

头示范引领，促进产业链向高端演进；另一

方面突破上下游关联项目，强化产业链规模

与实力，加快形成上下游衔接、大小配套、结

构合理的产业集群。

强链方面，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兴建的 160 万平方米综合 AG 玻璃

生产线项目建成投产；补链方面，组织沭阳

华新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攻关高应力防

火玻璃、低电压控制内置百叶中控玻璃等项

目；延链方面，新签约江苏辉腾玻璃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玻璃陶瓷、玻璃器皿等。

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双向融合”，宿迁

依托宿豫、沭阳、宿迁经开区等功能玻璃材

料集聚区，全面提升创新载体建设水平。重

点鼓励着眼于提升相关园区玻璃产业技术

创新水平，强化科技基础设施配套，搭建公

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以

更大力度、更广范围集聚科教资源，以科技

创新突破带动产业升级发展。

对于功能玻璃产业，宿迁市的目标是，

到 2025年，产业产值达 200亿元。

兄弟城市走过的道路，放在株洲脚下不一

定好走，但其发展方向，值得参考和借鉴。

梳理上述 4 个城市在先进陶瓷和新型功能

玻璃产业上的发展，一个最为明显的共同点，

就是创新驱动和龙头引领。

而这，也正是目前我市先进陶瓷和新型

功能玻璃产业链，亟待突破的瓶颈。

创新研发能力不够，龙头带动效应不

强，到产业链本身，还是链上企业没有形

成规模效应，中小企业自动化、现代化生

产水平不高。

对症下药，就需要我们大力引导

和扶持产业链上各企业，积极实施技

改升级，走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之路，

全力推进链上企业小升规，整合区域内

各企业技术力量，联合协同创新。

同时，对内利用陶瓷学院、陶瓷研究所、滨

华检测中心等现有资源，打造陶瓷智能装备研

究院、新型玻璃研发中心等一批国家级创新平

台，向外对接省内、国内各高校、科研院所，积极

谋求合作，探索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用的新模

式，持续驱动产业向高端迈进、向宽处探索、向

强处发展。

在龙头引领方面，立足本土，坚持扶优扶

强，重点推动华鑫电瓷、新世纪陶瓷、阳东电瓷、

湖电电力、旗滨电子玻璃等企业上市发展，培育

本土龙头企业，打造区域特色品牌。

此外，放大产业链自身优势，做好要素、服

务等各方面保障，目光向外，争取国字头央企龙

头以及产业项目的引进落地，充分发挥龙头企

业、重大产业项目带动一地发展的能力，围绕产

业上下游强链、延链、补链，形成集群效应。

千年的窑火，烧出了醴陵灿烂
的陶瓷文化，新型功能玻璃产业的
加入，让窑火更旺，也推动其特色
产业的发展。

作为全国著名的三大“瓷都”
之一，醴陵是中国“红官窑”所在
地和“国瓷”原产地。其中，日用
瓷产量占湖南的 94.9%、全国
的 14.3%；电瓷产量占湖南的
98%、全国的 43.3%，产品出
口至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1年，株洲先进陶瓷与
新型功能玻璃产业集聚上下游
企业629家，从业人员11.3万
人，产业规模达到528亿元。

尽管产业发展历史悠久，
但我市先进陶瓷与新型功能玻
璃产业，仍面临着产业链上真
正能带动一方发展的大项目、
好项目不多，链主企业、龙头企
业不强，产业链研发创新能力
有待突破等诸多挑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一
次，我们挑选了江西景德镇、广东
潮州、安徽蚌埠、江苏宿迁 4座城
市为比照，以期为株洲产业发展提
供一些思路。

陶瓷产业是潮州市第一大支柱产业，2019年

实现工业总产值 546.2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

重为 26.4%；实现工业增加值 152.63 亿元，占 GDP

比重的 14.1%，是潮州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

撑。

2020 年 8 月，潮州市出台《潮州市打造千亿陶

瓷产业集群行动方案》（下称《方案》），提出通过 3—

5年的努力，壮大陶瓷产业规模，形成一批具有国际

国内影响力的龙头骨干企业，力争到 2025 年底工

业总产值达到千亿元级，规上陶瓷企业达到 1000家

以上。

《方案》出台之时，潮州市陶瓷产业里的亿元企

业 140家，且存在大量中小企业和个体户。

如何提升产业规模？潮州从促进企业达产稳

产、培育大型骨干企业、实施规上企业倍增计划、

加快完善产业链、完善瓷土供给、加快项目投资

建设等方面入手。

在实施规上企业倍增计划方面，潮州推动陶

瓷市场上生产性个体工商户“个转企”，成立工

作专班规范市场运作秩序。建立重点企业培育

库，实施分档奖励政策，对规下企业升到规上

企业；规上企业产值达到 5000万元；规上企业

产值从 5000 万元上升到 1 亿元；规上企业产

值从 1亿元上升到 5亿元；规上企业产值从 5

亿元上升到 10亿元，按照企业升档前对潮州

市地方经济直接贡献的增量部分，分别给

予 30%的奖励，全力推进企业“小升规”。

在潮州，人地矛盾突出，中小企业众

多，工业用地紧张。发展工业地产项目，

请企业、生产车间“上楼”，通过“向天要

地”将会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

潮州修订完善《关于鼓励通用厂房建

设促进工业地产发展的实施意见》，

引导中小微企业规范化、园区化发

展，提高工业用地的集约节约水平。

如何破解用地难题，强化土地要

素保障？潮州将加大园区“批而未供、

供而未用”闲置土地清理力度，为新

项目落地腾出更大空间。推行工业用

地弹性年期出让，对现有工业用地，

在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

提高容积率、建筑密度的，不再征收

土地价款差额。

陶瓷产业由大变强，突破口是技术改

造，走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之路是不二选

择。

2019 年以来，潮州市累计新增智能

化、自动化生产设备超 4000台（套），陶

瓷制造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明显提升。

这得益于《潮州市推动陶瓷产业高质

量发展实施方案》《关于加快推进智

能化应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方案》等一揽子政策的实施。

5 月 20 日，景德镇市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透露，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

新实验区建设三年来，实现了产业发

展新突破，2021 年，景德镇市陶瓷工

业税收同比增长 30.9%，吸引 5 万余

名“景漂”，到景德镇创新创业。

人才引领产业，产业集聚人

才。

近年，在各地为人才“抢破

头”的时候，每年都有一大批“景

漂”到景德镇朝圣寻梦，为该市

陶瓷产业的发展和推广，持续注

入新养分。

景德镇做对了什么？

2017 年，景德镇市专门设

立了招才引智局、景漂景归人

才服务局，吸引拉拢年轻艺术

家和制瓷专家回归，为人才提

供服务。

同时，景德镇市先陶办还

充当企业的“参谋部”“人才

部”“后勤部”，为先进陶瓷企

业提供参谋总览、整合人才资

源，为企业解决好成本问题、资

金问题，让企业扎根景德镇无

后顾之忧。

为企业、为人才做好服务的

前提，得益于一系列人才政策的

支撑。景德镇市制订了 16 项人才

政策制度，推出了“人才贷”“景漂

贷”，为人才融资近亿元。对引领景

德镇市陶瓷产业发展的领军人才，

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人才经费资助

和最高 2000万元的项目配套支持，对

在景工作满 3年购买首套住房的，给予

最高 100 万元安家补助；对为陶瓷科技

创新和产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个人（团队），

给予最高 200万元奖励。

教育，为陶瓷产业升级注入了

新鲜的血液。景德镇现有陶瓷本科

院校 3所，高职院校 2所，中职学校

9 所。这 14 所学校涵盖陶瓷工艺、

陶瓷美术等 30多个门类 142个专

业（方向），形成了以优秀陶瓷文

化带动人文教育的校园文化体

系，以产学研和协同创新带动开

放性办学的人才培养模式。

此外，景德镇市还建立了 9

家院士站、3 家海智工作站，景

德镇陶瓷研究院还建立了人才

库，挖掘手工制瓷非遗传承人，

大力开展艺徒制试点。

一方面用政策、服务吸引

人才，另一方面也积极通过平

台留住人才。

2019 年，景德镇成为全国

首个文化类国家级实验区。借

力“国字号”平台，景德镇利用

如御窑厂、名坊园、三宝瓷谷、新

都等陶瓷文化平台空间，给予市

民参与陶瓷文化传承的空间；通

过“以瓷会友”“以瓷为媒”“以瓷

兴产”的方式，吸引更多陶瓷人才

聚集景德镇。

如今，景德镇每年有 5 万“景

漂”艺术家和陶瓷爱好者前来创新

创业，包括 5000多名“洋景漂”。良好

的环境还吸引了许多成功人士回乡发

展，形成了独特的“景归”文化现象。

提到硅基新材料，很多人

都会觉得离生活太过遥远，但

如果说它最常见的制成品玻

璃，你肯定不会陌生。

作为国内重要的玻璃生

产基地，蚌埠一直有着“玻璃

之城”的美誉。如今，围绕硅基

新材料关键技术的突破和产

业布局，“蚌埠玻璃”再一次站

到了硅基材料产业的制高点，

为我国电子信息、太阳能发

电、特种玻璃的发展提供着重

要的产业支撑。

看体量：蚌埠市近年来坚

持龙头带动，坚持打造产业集

群，先后培育了以凯盛科技股

份、盛世新能源、北方电子研

究院等为代表的一批骨干企

业，引进了比亚迪股份、大富

科技、康宁药玻、台玻集团、帝

晶光电、鸿程光电、海控三鑫

等头部企业，ITO导电膜玻璃、

超薄触控玻璃、高铝盖板玻

璃、CIGS 薄膜电池、玻璃装备

等产品规模居全国前列。

至 2021年上半年，蚌埠市

共有硅基新材料企业 269家，

产业规模突破 600亿元，以新

型显示、光伏发电、半导体材

料、特种玻璃等四大产业链条

为代表，以玻璃装备、玻璃工

程、新型建材、储能材料等产品

为配套的产业集群已经形成。

看科技创新成果：在一系

列政策举措的推动下，蚌埠新

材料领域创新成果不断显现。

中建材凯盛集团为主体成功

研发了0.1mm电子信息显示玻

璃、8.5代浮法TFT-LCD玻璃基

板、30 微米厚可折叠玻璃，成

功下线我国第一片铜铟镓硒

薄膜太阳能高效模组，累计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6项，省部

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0余项，授

权专利 1000余件，主持制定国

家及行业标准 10余件，硅基新

材料产业技术领跑全球。

累累硕果，与蚌埠深厚的

创新基因及良好的产业基础

密不可分。

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城

市，蚌埠工业基础雄厚、科教

资源丰富、创新主体活跃，这

里汇聚了蚌埠玻璃工业设计

研究院、中国兵器 214研究所、

中电科 40/41所等一批国家级

科研院所。

近年来，蚌埠坚持创新驱

动，立足自身优势，充分发挥

这些创新主体的功能和作用，

建成浮法玻璃新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发酵技术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等 16 个国家级创新平

台、62 个省级创新平台，拥有

23个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平台叠加优势全面凸

显，最大限度地释放着活力。

此外，蚌埠市还在安徽省

率先探索“企业出题、政府立

题、高校解题、市场阅卷”的科

技攻关新模式，与中科大、合肥

工业大学签订的14个产学研合

作项目顺利实施，打造出政产

学研合作“二八模式”新样板。

如今，蚌埠围绕硅基新材

料产业基地，做大做强新型显

示、太阳电池、特种玻璃三条

产业链，加速打造“创新之城、

材料之都、制造高地”，以实现

“双千亿”产业为发展目标，将

硅基、生物基新材料打造成为

蚌埠在全国的“产业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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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廖明 刘芳

潮州
锚定高端促转型
迈向千亿产业集群

找准发展路径，传统产业照样有春
天。眼下，潮州传统产业呈现加速发展态
势。越来越多的潮企在继承传统特色的同
时，也在不断引进先进技术和理念，研发新
产品，把创新驱动变成推动制造业发展的齿
轮，在转型升级中实现新突破。

1.

景德镇
每年吸引5万“景漂”创新创业

2.

在各地为人才“抢破头”的当下，景德镇积极创建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实验
区，开创性地设立“招才引智局”“景漂景归人才服务局”，集聚各类人才政策，提供
高标准的人才服务，让人才回流，使景德镇真正成为创业的乐土、人才的家园。

3. 蚌埠
搭建国内顶尖创新平台，抢占硅基材料产业制高点

在全新的产业创新
生态体系中，借力借智搭
建起国内顶尖的创新平
台，集聚各类创新要素，
有效破解了蚌埠本土创
新资源有限的“痛点”。

4. 宿迁
央地合作，带动产业挺进中高端

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强链、补链和延链需要向外借力。宿
迁市通过与中玻控股、凯盛科技集团等行业龙头“牵手联姻”，产
生了强大的集群带动效应，传统玻璃产业成功挺进中高端。

智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