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 2024年3月 19日 星期二

运城新闻网：www.yunchengdaily.com

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不仅是中国的好消息，对匈
牙利和全球经济来说也是好消息。西雅尔多这番
话客观理性，道出了很多国家的心声。欧洲以及全
球绝大多数企业与中国企业持续深入合作，获得实
实在在的收益，也再次印证了退出中国是“不受欢
迎的战略选项”。

据匈牙利投资促进局发布的数据，去年中国对
匈牙利直接投资为 76 亿欧元，占匈牙利外国直接投
资总额的 58％，创造就业岗位超 1 万个，这也是继
2020 年后中国再次成为匈牙利最大外资来源国。
近年来，中国和匈牙利在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电动汽车等领域展开务实合作。比亚迪去年年底
宣布在匈牙利建造一个新能源乘用车整车生产基
地，预计将创造数千就业机会。汽车制造是匈牙利
支柱产业，加深对华合作将进一步夯实该国长期经
济增长的基础。

中匈合作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互
利共赢的缩影，体现了“中国好，世界会更好”的发
展逻辑。按照可比价计算，2023 年中国经济增量超
6 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经济
总量。国际金融论坛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经济对
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32％，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
强大引擎。中国经济稳健前行，在长期发展中形成
了良好稳固的基本面。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
景下，中国内需稳定，通胀保持低位，制造业增加值
连续 14 年居世界首位，进出口规模逆势增长，是全
球经济的稳定器。中国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优化，重
大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新旧动能换挡提速，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是量上的，更是质上的。可以
说，在地缘冲突风险持续升高、全球整体经济增长
预期进一步减弱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为
全球发展不断带来正向、积极的溢出效应。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由此激发的市场潜力，
将为世界各国创造新机遇。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超
过 4 亿人，未来十几年将达到 8 亿人，将有力提升全
球总需求。中国是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
伙伴，关税总水平降至 7.3％，接近世贸组织发达成
员水平。近五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收益率约 9％，
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中国市场已成为世界共
享的大市场，欧洲绝大多数企业持续参与并分享中
国经济发展红利，退出中国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
选项”。美国智库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经济师康斯
坦丁诺斯·帕尼察斯表示，中国仍然是欧洲竞争力
的重要贡献者，中国超大规模市场能够为欧洲企业
带来稳定的收入。

一些美西方国家从自身狭隘利益角度出发，不
惜牺牲世界经济的整体健康和发展，大肆鼓吹“脱
钩断链”，炒作“中国经济见顶论”“中国投资伤害别
国市场”等论调，企图打压遏制中国发展，歪曲中国
经济与世界经济良性互动的正面叙事。美国知名
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表示，
美国企图将中国排除在美国技术、金融和市场之
外，这种政策很可能会遭遇严重失败，并且会自食

其果，令美国经济遭到削弱，美国不应该试图阻碍中国发展。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唱衰中国必将反

噬自身，误判中国就将错失机遇。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
不断推进，将给世界带来更多利好。正如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
长罗思义所说，他不担心美西方唱衰论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那些执迷于自
己制造的唱衰叙事的国家，可能导致自己的不理智，进而丧失赢得未来的机
遇。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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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司机把头靠在座椅顶端的
柔性头枕上，就能以脑电信号代替手
的操作并局部控制驾驶系统——来
自长安汽车的这项专利，预示着未来
脑电控制技术或将量产装车。

这是重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一个场景。如今，这座全国制造业
重镇，正在因地制宜壮大现代制造业
集群，全力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
能化升级，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

转型升级，传统产业焕
然一新

记者走进全球单体最大的氨纶
生产基地——华峰重庆氨纶公司，只
见生产车间忙碌而有序，一根根只有
头发丝 1／4 粗的氨纶纤维正从机器
中抽出。

别看氨纶那么细，但弹性极好，
拉伸 5 倍还能回弹。它就像纺织品
里的“味精”一般，只要少量掺入织物
中，就能显著改善织物性能，让人感
觉柔软舒适、富有弹性，已成为各种
高端服装的重要原料。

“我们瞄准氨纶这一赛道，持续
开展科研攻关，自主研发的超耐氯氨
纶等多项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华峰重庆氨纶公司综合管理部负责
人陈召杰说。

华峰重庆氨纶公司是重庆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的代表。根据规划，重
庆“十四五”末将在规上工业企业设
立研发机构的比例提升至 50％。

既向产业高端迈进，也向智能制
造跃迁。近年来，重庆着力以新一代
信息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推动企业部
署应用工业互联网、云服务等智能制
造技术，实现了生产成本降低和质效
提升。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是
国内汽车变速器领域的龙头企业。
走进该公司变速器装配生产线，只见
监控大屏实时显示各项数据，“车间
大脑”自主决策生产时序；一旁的智
能小车穿梭运输物料，工业机器人挥
动手臂协同作业，一台台变速器有序
生产下线……

“瞄准高端制造方向，我们围绕
企业运营流程打造数字经营能力，管
理模式正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
变。”该公司副总经理潘凯说，公司依
托 5G、大数据等技术对工厂进行智
能化改造，实时采集生产线 153 台设
备、超 1.2 万个设备传感器的各类数
据，每天产生的数据量超 40G；以数
据流为牵引，实现对生产管理、质量
管理等功能的深度分析，生产效率提
升 30％。

老牌企业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
有限公司，近年来同步推进产品和产

线智能化升级，2 座智能工厂、6 个数
字化车间、39 条智能生产线构筑起
智能制造“班底”，公司近 3 年营收年
均增幅达 16.5％。

从行业龙头企业到海量小微企
业，从传统的钢铁、化工等行业到通
信技术、信息服务行业，“数字之花”
让传统产业焕然一新。截至 2023 年
底，重庆已有 12 万余家企业“上云上
平台”，建成 144 个智能工厂和 958 个
数字化车间，已投用的智能工厂生产
效率平均提升 50％、生产成本平均
降低 30％。

向新而行，新赛道布局
谋篇

基于深厚的制造业基础，重庆立
足当下、面向未来，不断开辟一条条
新赛道。

“多年来，长安汽车持续加码研
发，在智能网联与自动驾驶方面已掌
握 200 余项核心技术。去年公司累
计申请专利 4900 余件，平均每天 14
件。”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说，依托
自主打造的智能汽车数字化平台架
构，未来几年公司将推出 20 余款智
能电动汽车。

Micro LED 被誉为终极显示技
术，重庆康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瞄准
这一产业前沿，集聚 200 多名研发人
员持续开展技术攻关，推出了一系列
未来显示产品矩阵。“市场需求持续
攀升，刚开年新订单就排起了队。”公
司相关负责人樊娜说。

“目前，重庆已集聚数十家新型
显示企业，2023 年产业集群完成产
值 769 亿元，力争 3 年内建成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新型显示创新发展高地、
产值规模突破 1000 亿元。”重庆市经

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电子信息处副处
长左翊君说。

布局未来产业，蓄力长远发展。
2023 年，重庆瞄准产业前沿，前瞻性
地提出打造卫星互联网、生物制造、
生命科学等六大未来产业，实施未来
技术策源、创新成果转化、产业集群
打造、强化场景驱动、创新人才汇聚、
开放合作拓展六大行动，厚植未来产
业发展“土壤”，正在组织攻关觉醒睡
眠与记忆、人类免疫力解码、器官再
生与制造、建设空间太阳能电站等重
大科研课题。

今天的“种子”，可能就是明天的
“大树”。

位于重庆主城东部的两江协同
创新区，目前已集聚北京理工大学重
庆创新中心、西北工业大学重庆科创
中心等科研院所 40 余家，打造科研
平台 110 余个；位于西部（重庆）科学
城的金凤实验室，引进 40 个科研团
队入驻，汇聚各类科研人员超过 400
人。此外，重庆还将布局建设明月湖
实验室、广阳湾实验室和嘉陵江实验
室，创建轻金属、卫星互联网应用、页
岩气等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布局实施
人工智能、高端器件与芯片、先进制
造、生物医药、核心软件等重大科技
专项。

集优聚强，现代制造业
集群加速构建

重庆拥有全国 41 个工业大类中
的 39 个，如何在众多发展状况不同
的产业中培育新质生产力？这需要
一个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

2023 年，重庆提出构建“33618”
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即推动建设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 3 个万亿级产

业集群、3 个五千亿级产业集群、6 个
千亿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以及 18
个“新星”产业集群，全力打造国家重
要先进制造业中心。

集优聚强，聚链延链，这一战略
为重庆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广阔
的舞台。

开年以来，捷报频传。“重庆造”
新能源汽车产销“飘红”：1 月至 2 月，
长安汽车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销量
达 7.5 万辆，同比增长 54％；赛力斯
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6.7 万辆，同比增
长 485％。前 2 个月，重庆新能源汽
车品牌问界、深蓝均进入国内造车新
势力品牌月度销量榜前十名，问界更
连续位居榜首。

作为传统汽车制造重镇，重庆汽
车产销量一度问鼎全国。顺应产业
电动化、智能化发展趋势，近年来重
庆引进、培育了 16 家智能网联新能
源整车生产企业，汇聚产业链企业
200 多家，智能网联汽车 56 个关键零
部件中布局完成 55个。

“随着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快
构建，重庆产业结构更优，科技动
能更强，新兴产业已成为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引擎。”重庆市经济和信息
化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赵 斌 表 示 ， 截 至
2023 年底，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 值 占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比 重 达
32.2％；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专精特新企业分别达到 5.85 万
家、7565 家、3694 家。

新兴产业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
动经济高质量增长注入强劲动能：
2023 年，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5％，先进材
料增加值同比增长 12.3％，功率半导
体及集成电路、传感器及仪器仪表增
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15％、11.2％，液
晶面板产能产量跃居全国前列，全球
近五成笔记本电脑“重庆造”……

一大批未来技术及产品连点成
线、织线成面，正逐步形成现实产
业链。以卫星互联网产业为例，目
前重庆两江新区已集聚星网应用、
零壹空间等头部企业，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已有 139 家、产业规模 35 亿
元，基本形成了卫星互联网上下游
产业链聚合发展态势；在前沿新材
料领域，重庆集聚国创轻合金、中
化学华陆新材料、中科润资等一批
企业，带动一整条新材料产业链集
群式发展。

“在构建现代制造业集群过程
中 ，新 质 生 产 力 势 必 加 快 形 成 、壮
大。”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
任蓝庆华说，到 2027 年，重庆规上工
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迈上 4 万亿元台
阶，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
业增加值的比重将提高至 36％。

（新华社重庆3月18日电）

在追高求新中壮大现代制造业集群
——重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观察

新华社记者 王金涛 何宗渝 黄 兴

冬去春来，芳草新芽。长江之畔，
安徽省芜湖市朱家桥码头，整齐排列
的新能源汽车正依次驶入船舱装运；
大洪山谷，可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在
蚌埠市进行试验……江淮大地，创新
的种子正在各行各业生发壮大。

主动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制造大省安徽把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着力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能源汽车、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一批战略
性新兴产业蓬勃聚“势”，技术创新、
产线改造、数字转型推动传统制造业

“老树发新芽”，商业航天、量子信息、
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抢滩布局……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工业制造业为
支撑，安徽正在一条条新赛道上加快
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新兴产业聚“势”

从 空 中 俯 瞰 大 众 安 徽 MEB 工
厂，一辆辆大货车陆续排队进入园
区，运送物料；步入车间，AGV 小车
有序往来，准备出口欧洲的订单正在
这里抓紧生产等待交付。

短短两年半时间，大众汽车集团
在安徽省合肥市建立了一个新的智
能网联电动汽车中心，并与小鹏汽
车、地平线、国轩高科等多家中国企
业进行电动化、自动驾驶、电池等领
域的全面合作，是安徽推动汽车“首
位产业”发展的缩影。

“合肥一直是人才聚集地，培养
了大批科技领域的杰出人才。这一
充满活力的生态使我们能够蓬勃发
展和不断创新。”大众汽车（安徽）有
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葛皖镝说，“创新
势能”使大众能够深度参与安徽新能
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代表，新兴

产业“红利”正在安徽释放，为新质生
产力发展壮大提供广阔空间。

2023 年，安徽全省新能源汽车
产 量 达 86.8 万 辆 、 同 比 增 长
60.5％；集成电路产量增长 1 倍以
上，柔性显示产业产值增长 1.9 倍，
装备制造产业营收突破万亿元，新
材料产业产值突破 5200 亿元；集成
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人工智能、先
进结构材料 4 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集聚企业超过 2200 家，实现
营收 4000 多亿元……

“聚焦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
技术、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等新兴产
业重点领域，安徽着力打造具有重要
影 响 力 的 新 兴 产 业 聚 集 地 。 2023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
工业产值比重提高至 42.9％，为发展
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支撑。”安徽
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陈军说，全省新兴
产业企业近 6800 家，贡献了全省近
八成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和五成多的上市企业。

产业“聚链成群”、企业“众木
成林”，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势头
正劲、动能更强已成为安徽制造业最
鲜明的特色。最新印发实施的 《安徽
省 2024 年重点项目清单》 显示，列
入重点项目的 812个产业项目中，有
689个新兴产业项目，其中新能源汽
车、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项目占比近
四成。

传统产业跃“级”

浸出、提纯等 12 道工序过后，动
力电池中高价值的锂、钴、镍等被提
取出来。位于池州市贵池区的池州
西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里，一块块废旧动力锂电池通过回收
技术实现“重生”。

“创新路径走通了，就没有落后
的产业。”公司总经理赵志安说，技
术创新让公司从过去单一的矿石提
炼“摇身一变”，切换到动力电池回
收这一细分赛道，与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衔接融合。目前，公司研发团
队已突破 100 人，研发投入占总营
收的 3％以上。

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正成为更多
像西恩新材料这样的“传统”企业做
大做强的底气。

一手抓打造新兴产业赛道，一手
抓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安徽以创新

“开路”，推动更多经营主体通过工业
互联网、数字化应用等新技术加快产
业链供应链整体优化，推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

一根普通的管子，也拥有独一无
二的“身份证号”；生产过程中，企业
自研的质量在线追踪系统会跟踪收
集每一根管子的生产状态、参数数据
等，进行实时反馈调整。位于安徽马
鞍山慈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的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里，数字
化改造让每一根管子都不再普通。

“对于球墨铸铁管道生产企业来
说，降低废品率相当于直接增加了利
润，而数字化改造让我们的废品率降
低了 4％，已减少损失上千万元，极
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公司信息技术经理潘忠朋说。

更 多 企 业 正 投 身 转 型 升 级 热
潮。2023年，安徽 7737户规上制造业
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规下制造业企
业数字化应用 3.46 万个，实施亿元以
上重点技术改造项目 1200项以上，新
增规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 5000
家以上。羚羊工业互联网平台入驻
用 户 107.2 万 户 、服 务 企 业 510.1 万
次，助力更多传统产业焕发新生。

未来产业谋“远”

新春伊始，位于蚌埠市的九州云
箭火箭发动机试车台控制中心内，工
程师们正在开展火箭发动机测试。
这场试验后，九州云箭研发的 3 台龙
云发动机相继完成校准试车，即将交
付客户装箭。“火箭回收复用可以大
幅降低进入空间的成本，提高火箭发
射频次。”九州云箭董事长季凤来说，
商业航天是典型的未来产业，将是抢
占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的重要力量。

推进布局前沿技术、整合科技
创新资源、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率 ……近年来，安徽培育未来产业
的动作不断加快。2024 年，安徽提
出将加强国家实验室服务保障，加快
建设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
三大科创高地；开工建设空地一体量
子精密测量实验设施，争取深空探测
重大标志性工程立项实施；新建一批
前沿技术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
重组升级省（重点）实验室 100 家以
上……

“科技创新不仅重塑生产力的基
本要素，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同时也
将不断培育出更丰富的未来产业形
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
构建增长点。”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
主任刘文峰说。

陈军表示，下一步，安徽还将布局
建设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聚焦通用
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空天信息、低碳
能源等重点领域，系统推进科技创新、
示范应用、体制机制、政策举措等方面
的先行先试。同时，实施政策技术场
景化行动，打造主体高效协同、要素集
聚融通的创新生态，打通从科技创新、
产 业 创 新 到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链
条。 （新华社合肥3月17日电）

安徽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观察
新华社记者 马姝瑞 吴慧珺

这是 2024 年 3 月 14 日在位于重庆市璧山区的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智能工厂拍摄的汽车变速器自动化生产作业现场。

新华社发（曾清龙 摄）

新华社北京 3 月 18 日电（记
者 阳 娜）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近日发布的《北京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23 年营商环境建设白皮书》
显示，截至 2023 年底，北京市实有
经营主体存量 255.64 万户，同比增
长 8.27％。2023 年 1 月至 12 月，北
京市新设经营主体 33.54 万户，同比
增长 23.58％。北京全年企业总量
首次超过 200 万户，经营主体发展
数量创历史新高。

为提升市场准入便利度，北京
市探索支持知识产权使用权出资，
打造北京市涉企电子政务服务全场
景通行证，实现电子营业执照一照
通投，实现外商投资企业全程网办
等。数据显示，2023 年度，北京市
共办理完成各类登记业务 120.9 万
件 ， 其 中 全 程 网 上 办 理 91.43 万
件，占比 75.6％；超过 193 万户经
营主体下载应用电子营业执照，全
市累计调用电子营业执照应用量超
过 1.44亿次。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北京进一步建立健全了跨部
门综合监管制度体系，完善“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机制、企业信用修
复 机 制 。 据 介 绍 ，2023 年 北 京 市

“6+4”一体化综合监管选取 19 个全
市“一业一证”改革范围内的行业纳
入 第 三 批 试 点 ，试 点 场 景 达 到 50
个。新版“一业一单”修订后检查事
项压减约 39％。目前，北京市市场
监管局承担的 23 项最新版国家行
政许可事项已实现国家目录主项、
子项承接率 100％。

此外，为加快推进全国市场监
管数字化试验区 （北京） 建设，北
京市确定了“机制创新＋信息化建
设”总体思路和“1+5+N”工作体
系，推进监管机制和管理模式数字
化转型，在食品、特种设备、农贸
市场监管等领域积极创新运用新型
监管模式，评定了 7 个示范区和 10
个示范点创建单位，促进数字化、
智慧化建设。

北京实有经营主体超 250万户

3 月 17 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
县注溪镇周坪村，村民在田间劳作。

春分将至，气温逐渐升高，各地农民积极开展农事
活动，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新华社发（罗 慧 摄）

春分将至
农 事 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