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山新城“攀高向新”春潮涌
沿长江发展是武汉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军

山是长江中游的天然门户之一，如今在长江之滨、
军山之畔，武汉正在打造一座千亿级新城——军
山新城。

聚力建支点、夺取开门红。新春伊始，军山新
城牢记嘱托、担当使命，在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上开拓进取，加快把科教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
发展优势，华科大军山校区迎来首批教职工入
驻。两个月后，首批工程硕士研究生亦将入园。

自华科大军山校区试运行以来，军山新城开
启“忙碌模式”，开通往返“喻家山”“大军山”定制
公交，完善校区周边道路，引入超市、快递、银行等
生活配套……筑巢引凤。

“规划建设22平方公里环大学创新带，推动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武汉打造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和车谷产业创新大
走廊中当先锋、打头阵。”军山新城负责人语气
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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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山科技创新园将打造以未来产业为主导的科创产业。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如何鼓励龙头企业“产研协同”，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成为军山新城的必答题。

从正月初六开始，每天上午8时，40岁的武汉金发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金发科技）生产制造总监
程小平准时来到车间，给员工召开安全生产晨会。“新
能源汽车相关订单量稳步增长，接连揽获新材料订单
量超8000吨，全力冲刺首季开门红。”他说。

节后以来，武汉金发科技全面开工生产，36生产
线满负荷运行，一包包高分子材料下线，运往全国各
地，日产高性能新材料产品达到800吨。

一边忙生产一边抓研发，是武汉金发科技产销两
旺背后的秘诀。两年前，华中基地新材料研发中心在
军山新城投用，围绕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
等行业的新材料应用，持续开发新材料新产品，在车用
新材料领域实现国产替代。

从单一的汽车、家电市场拓展至新能源电池、储能

等领域，武汉金发科技产品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去年，
国家工信部公布第六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
武汉金发科技上榜。

在军山新城，武汉金发科技不是个例，工业企业以
科技创新开拓市场蓝海，绽放产业“繁花”，交上高质量
发展新答卷。

一体化压铸技术代表当前新能源汽车制造工艺的
最高水平，可有效提升车身结构强度，从而提高车辆的
安全性和效率，让造车工艺进入到一个新时代。目前，
全球最大吨位16000T一体化压铸产线在东风云峰工
厂加快建设，全年产能可达20万件。

3个月前，随着一辆岚图知音缓缓驶出东风云峰
工厂，中国成为全球首个新能源汽车年度达产1000万
辆的国家，走出了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关键一
步，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领跑者”。新年前夕，2025
年新年贺词如约而至。“新能源汽车年产量首次突破

1000万辆”的字里行间，镌刻下新时代中国向着伟大
梦想勇毅前行的步伐。

上周一，岚图汽车CEO卢放与华为智能汽车解决
方案BU CEO靳玉志共同宣布，岚图汽车全品类车型
今年内将全面搭载华为智驾系统，实现All in智能化，
推动行业从“电动化”向“智能化”全面跃迁。

在岚图汽车智能化工厂，“5G＋工业互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数字孪生等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极大地
提升了生产效率。“整个生产线配备了935台工业机器
人，每班员工只有600多人。”卢放介绍，工厂可满足4
款车型的混流生产和上万种不同配置车型的随机生
产，118秒下线一台整车。

今年元月，企业总部落户军山新城的岚图汽车迎
来“开门红”，1月份交付新车8009辆，同比增长14%，
工厂加班加点忙生产，全力推进产能提升，冲刺全年
20万辆销售目标。

开拓
进取 科技创新开出产业“繁花”，工业企业实现“开门红”“开门好”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市场化应用的“最后
一公里”，是科技创新最硬的“硬骨头”。

春节假期刚过，35岁的博士后李卓每天扎进军山
新城的中试基地，对一块块书本大小的固态电池进行
安全性能测试。作为华中科技大学郭新教授的学生，
他是项目技术负责人，所在的研发团队成员平均年龄
不到30岁。

固态电池被誉为最具潜力的“下一代动力电池”技
术，可有效解决新能源汽车面临的“痛点”。然而，由于
技术门槛高、研发周期长，让这一项目常年“锁”在高校
实验室。

两年多前，随着华中科技大学军山校区开始筹建，
武汉经开区与华中科技大学共建未来技术创新研究
院，推动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郭新教授的固
态锂/钠离子电池技术及产业化等14个项目入驻中试
基地。

半年时间，项目形成从研发、生产、测试验证到电
池成品的全流程生产线，比预计时间缩短了一半。
2023年底，中试产线成功“点火”。

“实验室很难具备这样的条件，中试产线大大加快
了产业化进度。”郭新感慨地说，今年下半年，首款车规
级固态电池将正式下线并启动上车验证。

目前，武汉经开区未来技术创新研究院中试基地
已建成12条中试生产线，先后孵化成立9家产业化公
司，其中2家公司估值过亿元，7家公司已入选湖北省
科技型中小企业，1家获得种子“独角兽”备案。

与未来技术创新研究院中试基地毗邻，武汉先进
院中试基地新春“上新”——“灭火微胶囊”进入了量产
倒计时，这款新材料产品可广泛应用于电力、交通、储
能等行业。

“将灭火微胶囊制成的灭火胶带贴在配电柜、新能
源汽车电池包、充电桩内，一两片就可以阻止爆燃。”

武汉先进院中试工程研发中心高级工程师湛露介绍，
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市场需求可达数
十亿元。

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武汉经开区
合作共建，武汉先进院围绕武汉经开区新能源汽车产
业需求，专注新材料研发及其中试工程技术，以科技创
新推动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去年2月，武汉先进院中试基地二期在军山新城
正式投入使用。一年来，已建成11条中试产线，涵盖
微胶囊、气凝胶、有机硅、电池材料等多个新材料领域。

与此同时，武汉先进院锂电正极全元素回收、有机
硅皮革、有机硅泡棉、隔热反射涂层等新技术正在进行
中试，磷酸铁、气凝胶等新技术已实现量产。

“要啃就啃最硬的‘硬骨头’。”在军山新城，科技成
果转化“从 1 到 N”的时间周期被缩短，一条“成果存
量”变成“产业增量”的创新之路，正在越走越宽。

担当
使命 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要啃就啃最硬的“硬骨头”

氢能，被称作“21世纪最具有发展前景的二次能
源”，是关系国家未来的重大新兴产业，也是武汉六大
新兴产业集群之一。

一周前，军山新城定下“小目标”，今年招引10个
以上氢能企业（项目）落户，加快建设军山氢能科技产
业园。

作为武汉经开区打造的8个集中式、专业化园中园
之一，军山氢能科技产业园去年8月份揭牌成立，是全
省率先启动建设的氢能科技产业园，已吸引绿动氢能、
理工氢电、海珀特等行业头部企业入驻。

“今年是氢能产业发展的‘关键之年’。”武汉绿动
氢能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真认为，以氢燃料电
池汽车产业为代表的绿色能源即将进入大规模推广
期。

自落户军山新城以来，国家电投华中氢能产业基
地和研发中心相继建成，从质子交换膜、碳纸、膜电极

到氢燃料电池电堆“四大件”，可在此实现全自主生产
制造。

在国家电投华中氢能产业基地，全自动机器手臂将
膜电极、双极板等氢燃料电池关键核心部件进行全自动
叠片组装，已建成质子交换膜、水电解膜、碳纸气体扩散
层、膜电极、电堆及系统等多条核心部件生产线，具备每
年5000套氢燃料电池的生产能力。

在武汉理工氢电科技公司的无尘车间，自动化生
产线不停运转，一片片薄如报纸的黑色薄膜，来回穿
梭、组装、打包，膜电极产品整装待发。

膜电极被誉为氢燃料电池的“芯片”，它是电堆里氢
能转化为电能的反应场所，不仅成本占到电堆的六成以
上，其性能更直接决定了氢燃料电池的应用表现。长期
以来，新型膜电极量产制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

武汉理工氢电打破了这一局面。自主研发的
CCM型膜电极，使用寿命增至18000小时。“公司自主

开发的第三代燃料电池膜电极，除供应国内市场外，反
向出口英国等欧洲市场。”理工氢电总经理田明星介绍。

初创企业海珀特在军山新城设立武汉研发中心，
一支百余人的研发团队夜以继日，推出全球首款正向
开发的氢燃料电池干线物流重卡。

迄今，海珀特已形成氢燃料商用车设计、研发、生
产、应用场景的全生态网络，研发产品包括干线物流
燃料电池重卡、城际燃料电池卡车、燃料电池轻型冷链
物流车等，可有效覆盖长途干线物流、城区配送等运营
场景。

海珀特CEO孙营经常全球各地飞，但在武汉研发
中心的时间占据近一半。“武汉研发团队还将和海外氢
能企业跨国‘牵手’，联合创新。”他透露。

从散到聚、从小到大。军山新城通过精准招商，为上
下游企业做好配套服务，助推氢能科技产业园“满园强
园”，一个园就是一条创新链，让“上下楼”成为“上下游”。

勇攀
高峰 打造集中式、专业化园中园，一个园就是一条创新链

科技创新，一靠投入，二靠人才。
新春开工，大军山科技创新园二期建设提上议事

日程，将打造以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
新材料等未来产业为主导的科创产业，预计今年6月
建成投用，总投资约3亿元，并设立科创直投基金。

4个月前，大军山科技创新园一期开园，军山科投
集团率先入驻。自军山新城启动建设以来，军山科投
集团坚持“产业助推器、建设主力军、城市运营商”定
位，固定资产投资突破100亿元，成为武汉经开区以科
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领
头雁”。

大军山科技创新园与华中科技大学军山校区、武
汉理工大学军山校区毗邻，位于军山新城环大学创新
带上。

军山新城环大学创新带规划面积22平方公里，建
有亚洲最大的智能网联汽车专用测试场——武汉智能
网联汽车测试场，承载着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示范

区、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发展示范区、“车路云一体化”
应用试点、交通运输部“交通强国”建设试点等国家创
新使命。

从军山新城出发，“萝卜快跑”跨过万里长江驶向
中心城区，上高速驶往天河机场，自动驾驶商业示范应
用场景快速落地。

“测试场内有一条国际赛道，是国内首条建设在天
然河畔的生态型国际二级赛道，承担着汽车测试与赛
车竞速的双重使命。”武汉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负责人
苏芮琦说。

两个月前，首届大军山·智能科技大会举行，武汉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变成“考场”，40多个品牌、80多
辆“聪明的车”上演“智力角逐”，推动智能驾驶技术从
封闭测试到加速商用。

时下的军山新城，全省高校中唯二的国家卓越工
程师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武
汉理工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率先入驻。

“跟随而来的，还有近3万名学界精英、青年才俊，
让我们有底气打造硬科技创新高地。”军山新城负责人
介绍，这两所“双一流”高校的优势学科，可衍生出智能
制造与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与信息科技、新能源与
清洁能源、生物医药与健康、新能源汽车与智能交通等
五大产业，与武汉经开区正在构建的“135”现代化产业
体系高度契合。

“军山新城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与智慧城市、高端
装备制造与新材料、人工智能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清洁
能源与环保技术以及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等五大产
业，打造环大学创新带，让高校科技创新成果‘走出校
门’就能转化，就能产业化。”他说。

作为武汉经开区二次创业的战略支点，军山新城
攀“高”向“新”，朝气蓬勃、热气腾腾，科技创新活力奔
涌，加快建设科创军山、双智军山、文化军山、国际军
山。

（撰文/邓志鹏 晏琴）

走在
前列 筹建22公里环大学创新带，科研成果出了校门就进工厂

首届大军山·智能汽车科技大会上，全国首个“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
路安全风险等级评估”数据产品发布暨首笔场内交易达成。

武汉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包含十大场景测试区和中部首条F2级别
国际赛车道。

军山新城筹划建设22平方公里环大学创新带，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
创新深度融合，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硬科技创新高地。

岚图汽车工厂加班生产，全力推进产能提升，冲刺全年20万辆销售
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