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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加快建设特色产业园区有力支撑武汉之“重”
一个星期前，武汉产业园区组团启程

苏州，举办2024年武汉—苏州产业园区

产业链对接交流会，交流学习园区建设经

验，招引十余家企业机构签约武汉。“走出

去”与“引进来”之间，武汉产业园区正加

速转型升级，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强大支撑。

产业园区是推进新型工业化，打造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重要载体。早在60年前，武东、关山、

葛店、白沙洲等13个工业园区的建设，为

武汉市成为全国重要工业基地打下坚实

基础，奠定“武汉之重”。

武汉高度重视工业经济发展，始终把

园区建设摆在工业发展的突出位置。全

市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提出，聚焦夯实工

业底盘，狠抓企业梯度培育，加强产业链

招商，深化“两个一百平方公里”工业园区

建设，推进“工业上楼”，做强新型工业化

主阵地、主力军。

近年来，武汉以园区聚项目、以项目

兴产业，积极推动产业园区集约集聚、智

慧高效、绿色低碳发展，全面提升园区的

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支撑新型工

业化加快推进，助推武汉现代化产业体系

的高质量发展。

当前，武汉正加快打造特色标杆园

区，已建成三大国家级开发区，实现光谷、

车谷、星谷、网谷“四谷联动”，打造出五大

国家级产业基地，集聚光电子信息、新能

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生命健康、高端装备、

北斗五大优势产业，构建起技术、金融、市

场、人才、信息、经营管理等六大服务体

系。

洪山经济开发区北港工业园内的“摩天工厂”。

汽车不夜城金港汽车产业园。

武汉产业园区组团在苏州签约多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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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科技城。

武汉中德国际产业园。

企业从上下游变成上下楼
加快“工业上楼”破解发展空间受限

在洪山经济开发区北港工业园，与
武汉理工大学南湖校区一街之隔，一座
24 层高的“摩天工厂”格外醒目，与周
围林立的写字楼并无二致。很难想象，
企业的生产车间会隐身在高大气派的
写字楼里，这是去年竣工的天辉医用生
物材料产业园二期项目。

北港工业园于 2000 年开工建设，
高校的落地为园区产业创新提供了新
机遇，但受工业用地制约，产业发展空
间日益紧缺，园区部分企业发展遇到瓶
颈。几年前，洪山经济开发区在全市中
心城区里率先启动“零土地”技术改造
工程，将企业的原办公楼、厂房等“大平
层”拆除进行改造升级。

在这座“摩天工厂”里，集中了企业
的生产、研发、物流等各部门，彼此间的
距离“一部电梯直达”。北港工业园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不同于传统模式下
在单层工厂中进行生产，‘工业上楼’是
在高层厂房中进行生产、办公、研发、设
计的新型工业楼宇模式”。

如何解决中心城区正面临着工业
发展空间受限、园区设施老旧等难题？

“工业上楼”正是武汉的答案。
今年初，武汉印发《关于加快推进

“工业上楼”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

年，建成工业楼宇 200 万平方米以上，
新贡献工业总产值200亿元以上，新增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家以上。

“工业上楼”当然不是把传统的工
厂立起来，也不是单纯地让产业登上高
楼。武汉坚持“一楼一主导产业”，重点
发展光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
车零部件、高端医疗器械与生命健康等
优势产业，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下一
代网络、精准医疗等未来产业。

工业上了楼，企业从上下游变成上
下楼，产业链距离由此拉近，带动着产
业生态的转型升级。

在位于未来科技城的北斗大厦，楼
层索引牌上标示的入驻企业顺序，恰好
反映了北斗导航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
情况，上面是芯片研发企业，往下分别
是北斗地基增强服务、应用解决方案服
务等领域企业。

武汉导航院总经理秦镜说，北斗
全产业链企业聚集在一栋大楼内的情
况十分罕见，极大提高了上下游企业
之间的交流合作效率，缩短了技术更
新迭代的时间周期，推动了武汉北斗
技术的发展。“上下游企业在一个楼，
大家在一个食堂吃饭中就把工作给谈
好了。”

走出去把朋友请回来
产业园区成为对外招商交流主力军

一周前的苏州之行，令武汉产业园
区协会会长黄黎收获颇多。为什么去
苏州？她的答案是：“向苏州学习，加强
产业园区间的协作交流，形成资源与产
业协同发展。”

来到苏州，武汉产业园区的代表走
进产业园区的一线，大家看到，在苏州
维力医疗科创园的展厅里，一家企业打
造一个产业园，一个产业园聚集产业链
上下游；在苏州工业园区人工智能园
区，企业的快速成长，九识智能成立 3
年已成为“潜在独角兽企业”，不久前完
成了由美团领投的近 1 亿美元 A 轮融
资。

“招引来龙头企业，就能带动一条
产业链。”“园区成立管家团队，一站式
服务吸引了企业入驻。”“创新是企业和
园区发展的关键。”“资本赋能在企业成
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参观，
武汉产业园区代表心得颇多。

“走出去”解放思想，更要“引进来”
激活产业。在2024年武汉—苏州产业
园区产业链对接交流会上，10 余家企
业及机构签约武汉，50 余家苏州园区
及企业的代表现场交流，纷纷表达出落

地武汉的合作意向。
武汉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样的活动已举办了多次，武汉正依
托产业园区的资源富集优势，积极开
展产业园区的对外招商交流。

近两年来，在上海，武汉园区代表
走进盛大天地科创产业园、原能细胞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际医学园区；
在深圳，举办“工业上楼”专场，走访丰
隆深港科技园、京东智谷和松湖智谷；
在广州，多家当地产业园区登台推介。
每一次，都有 10 个左右来汉发展的优
质产业项目与武汉相关产业园区现场
签约，数十家当地企业与产业园区形成
来汉投资意向。

武汉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说，今
年内还将继续“走出去”，计划再举办
1 场产业园区产业链对接交流会。同
时，将依托前期活动中对接的产业资
源，邀请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地
产业园区和企业的代表共聚武汉，

“把‘走出去’交到的朋友‘请回家’看
一看，进一步深化各地与武汉的产业
间、企业间协同合作，在产业链、供应
链等方面开展有效的供需对接”。

1平方公里聚集200家企业
一批特色鲜明、产业聚集的园区加快建设

1个月前，武汉东软软件园在武汉
经开区正式开园。仅仅 18 个月时间，
14 万平方米园区建成开园，跑出了武
汉园区建设的“加速度”。

“武汉东软软件园将快速聚集生态
科创企业，通过推动生态和业务互动，
形成一个软件上下游产业链。”东软集
团副总裁、东软集团（武汉）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张陈谈到，6 月底开始，东软
1000 多名员工将陆续搬进新建的大
楼，而签约的上下游企业也将入驻软件
园。

沿着南太子湖一路向南，以武汉东
软软件园为核心，一栋栋写字楼一字排
开，领军软件加速区、科创邻里生活区、
车载芯片创新区、算力服务区，这里是
武汉智能汽车软件园。

在这座“软件定义汽车”的产业园
区，1平方公里内，200多家智能汽车领
域企业落户，3万余名软件人才在此聚
集。

近年来，武汉加快特色园区培育
力度，引导园区找准并聚焦特定产业
细分领域，鼓励各园区聚焦“专精特
新”，通过打造大中小微企业分工协

作的特色产业聚集园区，把园区发展
成为专业化分工耦合的特色产业集
群。

在武汉，一批特色鲜明、产业聚集
的园区加快建设，培育起产业新质生
产力：武汉软件新城重点打造互联网
产业生态，聚集企业 200 余家，形成园
区“数字经济+智慧健康+数字智造”
的发展格局；光谷生物城拥有产值规
模百亿元龙头企业 3 家、“四上”企业
340 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400 余
家，综合竞争力稳居全国生物医药产
业园区前五；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
以火箭、卫星制造企业为引领，推动上
下游链条加速聚集，构建起星、箭、云
和航天材料齐聚的产业集群，实现“星
箭一条街”……

目前，纳入武汉市园区发展计划
的44家重点园区涵盖了10类产业，其
中主导产业为光电子信息的重点园区
有 6 家、生命健康 6 家、新能源与智能
网联汽车 4 家、高端装备 4 家、智能制
造3家；人工智能、食品加工、新材料、
商业航天等产业园区星罗棋布，各有
特色。

打造三大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推动中小企业集群成长为特色园区

在未来科技城，华引芯（武汉）科
技有限公司的展厅里，一块十几英寸
的面板上，数千颗“小光珠”整齐列队，
能根据显示效果需求排列组合，发出
明晃晃的白光——这是企业自主研发
的NCSP白光Mini-LED背光源，综合
性能达到国际一线水平，目前已成功
量产。

“自主研发的多个核心光器件系列
产品，实现了高端半导体光源及芯片的
自主化、国产化。”华引芯创始人孙雷
蒙说，企业创立6年，已上榜“中国潜在
独角兽企业”，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自主研发的多个核心光器件系
列产品成功实现国产替代。

如今，仅在武汉的光电子信息产
业，一个个“小巨人”正在涌现：光迅
科技在全球率先掌握了 1.6T 光模块
的量产能力，企业的光器件市场占有
率全球第四；驿路通是一家全球芯片
集成科技的关键元件供应商，拥有授
权专利 100 余项；普赛斯电子在光通
信有源器件测试、中高端半导体测试
应用领域填补国内空白，在国内率先
打破测试装备领域被国外产品占领
的局面……

近年来，武汉持续挖掘中小企业
集群成长为特色园区的潜质，引导中

小企业围绕主导产业深耕细作，加大
创新平台建设力度，围绕产业创新
链、供应链，导入新研发、新场景和新
生态，推动有潜力的产业集聚区成长
升级。

去年，武汉新获批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103家，总数达到309
家，位居全国城市第七、副省级城市第
四。得益于“小巨人”的蓬勃生长，武
汉已打造出三大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
产业集群——洪山区光通信设备及光
电子器件制造产业集群、东西湖网络
安全产业集群、江夏区汽车零部件产
业集群。

与此同时，特色产业园区正成为优
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关
键一环，通过平台搭建和政策扶持，为
中小企业蝶变发展保驾护航。

今年 4 月，武汉市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园区行”首场活动在岱家山
科创城举办，武汉市首个由园区设立
的数字化转型服务中心——江岸岱
家山科创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
务中心现场揭牌。“十三五”以来，该
园区已累计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29 家、规上企业 20 家、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 10 家、武汉市科技小巨人企业
75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