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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株洲 谢慧/摄

﹃
非
凡
十
年
﹄
书
写
名
城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株
洲
科
技
创
新
成
就
综
述

株
洲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姚
时
美

通
讯
员/

黄
谷

这是株洲科技创新不断进步的10年。
研发投入强度长期稳居全省第一，综合科技

创新能力稳居全省第二，位居全国百强，发明专
利不断跃升世界先进水平。

这是株洲核心攻关技术不断突破的10年。
世界第二条、国内首条 8英寸大功率半导体

（IGBT）生产线，全球首条智能轨道示范线……
一批重大创新成果领跑世界。

这是科技高地不断攀升的10年。
1900多家规模工业企业异军突起，58家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强势崛起，国内首个
千亿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巍然屹立，株洲在中
国先进制造版图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聚焦
“裂变、创新、升级、品牌”工作思路，株洲在关键
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持续提高，制造
名城正在加速崛起。

今年3月，市食药检所申报

的《一种无患子三萜类皂苷单体

的制备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授

权。无患子三萜皂苷为无患子果

皮提取的纯天然表面活性成分，

可 100%降解，天然环保，在洗护

和化妆品产品中使用日益广泛。

目前国内外市场上没有无患子

主要皂苷成分质控品提供，市食

药检所项目组潜心研究，发明建

立了一种无患子皂苷单体质控

品的制备方法并获得了无患子

主要皂苷成分质控品，为无患子

皂苷原料及其衍生产品质量控

制提供标准物质，填补了国内外

市场的空白；今年 4 月，株洲中

车时代半导体有限公司研发的

“功能半导体芯片、包括该芯片

的子模组及压接式封装模板”摘

得湖南省专利特等奖，该项发明

攻克了压接性 IGBT压力均衡与

芯片数量难以协调的世界性难

题，打破了国外知识产权壁垒，

已推广至轨道交通、电子汽车、

有色冶金、电力系统、钢铁、新能

源等领域。

这不过是这些年来株洲从

跟跑到领跑角色转换，科技创

新水平不断攀上世界最前沿的

一个缩影。

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株洲

打出一套“组合拳”。实施知识

产权战略行动计划，打造知识

产权强企建设第一方阵；全社

会研发投入从 40 点多亿元跨

越到 100余亿元，研发投入强度

从 1.88%到突破 3.07%，连续四

年居全省第一；率先在全省推

行“科技创新券”制度、大型仪

器设备共享补贴、众创空间运

营补贴、创新创业导师补贴等

扶持政策；设立中小企业发展

引导基金、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中国动力谷创新创业投资引导

基金和科技银行为科技型企业

提供融资服务，开通全省第一

家市州股权交易分所……

放眼望去，在制造名城的

沃土上，科技创新之花正在盛

开。株洲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从 2.67 件增长到 25.09 件，增长

8 倍；连续 9 次获评“全国科技

进步先进城市”，成功获批“长

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

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综合科

技创新能力稳居全省第二、位

居国家创新型城市第 37 位、全

国科技创新百强市第 67位。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车株机以及后来考察中车企业

时的殷切希望：坚持自主创新，加快走向国际市场！

牢记总书记嘱托，智造名城正在走向世界。

今年 7月 18日，墨西哥城地铁 1号线整体现代化工程

项目首列车在中车株机竣工亮相。这是中国企业自主研

发的胶轮地铁列车首次出口海外。

该胶轮地铁列车转向采用大胶轮走行、小胶轮导向

的结构，可有效降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音。同时，车辆

配备钢轮作为安全轮，可以保证在极端情况下安全运行，

做到“双保险”。此外，橡胶轮胎和钢轮相比爬坡性能更

好，能很好地适应墨西哥城的地形条件。

“高质量的地铁车辆与我们整个城市的高效运行密

不可分，这个项目对墨西哥城非常重要，能便利更多墨

西哥市民。”墨西哥城交通部长安德烈斯·拉约斯·洛雷

萨说。

近年来，株洲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推动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优化营商环

境；改革科技项目资金管理，加大对重点产业单个项目的

支持强度，让有限的研发投入用在“刀刃”上；实施百项科

技成果转化工程，大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行动，累计

对接成果转化项目 432项；广泛开展产学研合作，先后与

清华、中科院、哈工大、中南大学等国内著名院校以及全

国各地 100多家企业、园区开展对接合作；创新科研项目

组织形式，推行重大科研项目“揭榜挂帅”和“赛马争先”

制，面向全社会广发“英雄帖”，让真正能创新、能出大成

果的科技人员有机会、有舞台。

10 年来，一大批自主研发的科技项目在株洲下线，

一批领跑世界的重大创新成果走出国门。时速 400 公

里永磁牵引电机，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复

兴号高原双源动力集中动车组，5G 转储系统，3 万吨重

载电力机车，AES100 涡轴航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动力

总成、碳陶新材料、生物医药多肽库成功应用；世界第

二条、国内首条 8 英寸大功率半导体（IGBT）生产线，全

球首条智能轨道示范线，全国首列商用磁浮 2.0 版列车

成功下线。其中，仅中车株机公司就研制了 100 余款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产品，成为中国装备“走出去”

的代表作。

今年 6 月，株洲宏大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株洲欧

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等 11 家企业获批组建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至此株洲拥有省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54 家，其中今年认定数量为历年最高，实现

了新突破。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作为省级科技创新平台之一，是

依托某一行业或领域内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科研机构、

高校或企业组建的研发中心，其任务是针对行业发展中

的重大关键、共性技术问题，开展研发和成果的工程化、

产业化，推动相关行业领域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

这只是株洲科技平台建设的冰山一角。

10 年来，株洲全力支持产学研合作，在轨道交通、航

空动力、先进硬质材料等领域推动建设了重点实验室、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不断提高技术的创新能力、

工程化水平和企业的配套能力，加快科技平台和高端人

才一体化布局；支持引导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检验检测中心等各类创新平台 625家，其

中国家级 52 家，省级 297 家；启动大中型企业的 4400 余

台/套大型科研设备开放共享；建成“国家先进轨道交通

装备创新中心”“功率半导体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创建

“株洲创新孵化基地”，成立了 7个省级以上产业技术创新

联盟，建成 10家院士专家工作站；搭建“株洲市科技创新

公共服务平台”和“潇湘要素市场株洲分市场”，引入 30多

家专业服务机构开展“线上线下”科技服务。

屹立智造名城，令人心潮澎湃。

株洲已形成以 53 家国家级平台为引领的全产业覆

盖、多层级支撑的产业创新体系，正在加快构建“3+3+2”

现代产业体系。

全部 41个工业行业大类，株洲拥有 37 个；轨道交通

装备、中小航空发动机两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傲立

中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58家，居中部非省会

城市第一；今年 10月，工信部确定首批开展产业链供应链

生态体系建设的 12个试点城市，株洲赫然在列。

今年，株洲新增两家国家级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至此，我市已有国家级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 13家。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产学研相结合、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载体，对吸

引集聚博士后人才、提高技术创新、推动

成果转化具有重大意义。

筑巢引凤，是引进、培养科技人才的

重要手段。

近年来，株洲在全省率先出台“人才

新政 30条”，在人才引进、编制管理、职称

评审、薪酬分配、成果转化、流动激励、服

务保障等方面，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

松绑，形成了具有株洲特色的人才政策体

系；实施“院士培养计划”“顶尖人才引进”

“领军人才聚集”等层次分明、支撑有力的

人才引进培养体系，形成了以 3 名本土院

士为领衔、203 名领军（双创精英）人才为

重点、11万名高技能人才为支撑的自主创

新发展梯队；《株洲市 2022 年高层次人才

分类认定新引进高层次人才安家补贴及

重点产业企业自培博士补贴申报公告》，

对新引进高层次人才发放最高 200万元安

家补贴；株洲市 2022年轨道交通等先进制

造产业高级职称专场评审会，在申报条件

上破除“一刀切”，坚持以产业特性、职业

属性和专业特点为基础，为服务产业结构

调整和转型升级评价选拔人才。

10年后的今天，株洲是中组部在湖南

唯一的人才工作联系点，引进的高层次专

业技术人才的层次、质量和数量，一直处

于全省第一方阵，创新人才工作模式被评

为全国第二届基层人才工作创新优秀案

例。全市人才总量达 59.8 万人，其中专技

人才 30.1万人、高技能人才 13万人。涌现出

了易冉、柳祥国等一大批爱岗敬业、技能

精湛、全国闻名的技能大师、大国工匠，为

“打造三个高地”“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

福株洲”提供了大量学得好、留得住、用得

上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10 多年前，中车株洲所裂变中车电

动后，株洲顺势而为，引进北汽、立方新能

源等企业，构建集研发设计、整车制造、配

套生产、检验检测、市场服务于一体的全

产业链条，目前年产值突破 300亿元。”党

的二十大期间，作为二十大代表，市委书

记曹慧泉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

举了一个鲜活的例子。

长株潭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创新策源

地，株洲是长株潭创新发展的重要一极。

10年来，株洲紧盯“三个高地”战略，持

续发挥“厂所结合”优势，推动产业链、创新

链、资金链、人才链有机融合，大力推进产

业集群智能化、高端化、规模化、品牌化，加

快构建世界级、国家级、区域级产业集群梯

度发展格局，形成了产业集群冲锋的态势。

这十年，株洲建成了国内首个千亿轨

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1900多家规模工业

企业异军突起；高新技术企业从 356 家增

长到 905家，增长 2倍；2021年全市规模以

上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2.2%，是连续两年

获评全国 10 个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明

显的市州；技术合同成交额从 15.9 亿元增

长到 206.2亿元，增长 12倍；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迈上千亿大关，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占 GDP比重，从 19.9%上升至 29.7%。

株洲在全国创新版图中的位势发生

显著变化，成功入选“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

年经济发展最成功的 40 个城市”“中国大

陆最佳地级城市 30 强”“产业竞争力百强

城市”。

以多个一技之长，为创新型城市增

色；以数道创新之光，为全省增彩。株洲正

在科技创新之路上踔厉奋发，培育制造名

城，努力打造国家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增

长极。

A 株洲智造创新高
当科技创新的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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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研发强攻关
当核心技术的突破者

创建平台强引领
当科技创新建设的领头羊

筑巢引凤汇人才
当人才高地的领先者

成果转化强应用
当科技强国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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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在雅鲁藏布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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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车株洲所全球首创的智能轨道快运系统。企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