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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公布

南昌高新区实现“八连升”

2月 20日，中物联公布第 35批A级
以上物流企业名单，江西 36 家企业入
选，其中新增 5A 级 1 家（瑞昌华中木
业）、4A级4家（德兴东东商贸、高安富鹏
汽运、丰城鹏驰物流、江西广寻物流）、
3A级 14家、2A级 17家，入选 3A级以上
企业数列中部地区前列。

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江西把培育
龙头企业作为做强物流产业、做大规模
总量的重要举措，系统集成政策、项目、
资金、评价等办法，引导壮大主体规模，
打造“雁阵”集群。截至目前，全省累计
培育 A 级以上物流企业 385 家，总数居
中部第二，其中5A级5家、4A级130家。

据了解，江西推动南昌顺丰智慧产
业基地一期、昌北机场空侧综合邮件处
理中心、传化智能公路港、小蓝农产品冷
藏加工物流中心等 125个商贸物流项目
纳入全省大中型项目一体推进，总投资
约 1128亿元，有力促进了商贸物流产业
链提能升级。全省认定培育区域性物流
中心 2 家、重点商贸物流园区（中心）25
家、重点商贸物流企业 99家。推动江西
四顺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等 6家企业列入
商务部首批商贸物流重点联系企业，江
西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等 3家企业入
选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企业。

（全媒体记者 胡燕梅）

江西新增36家A级以上物流企业

2022年全球移动智能终端ODM整
机出货量下降 3%，但南昌高新区内
ODM 企业出货量却增长 50%……2 月
24日，记者从南昌市政府新闻办、南昌高
新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在以移
动智能终端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等优
势主导产业带动下，南昌高新区在全国
高新区综合排名再次“进位赶超”，由上
年的第 24位上升到第 22位，实现了“八
连升”。

据南昌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杨腾飞
介绍，日前，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了2022
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南昌高
新区在全国 169家国家高新区综合排名
中位列第 22 位，较 2021 年的第 24 位再
前进 2位，连续八年实现排位上升，再次
刷新历史最好成绩。

深耕产业链 全力稳增长

南昌高新区坚持产业链深耕细作，
围绕“2+1+2”主导产业链延链补链强
链，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电子信息产业：形成了以移动智能
终端、LED为代表的特色产业集群，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01.2亿元，增长 11%，
总量占全省的20%。现阶段南昌高新区
移动智能终端产业出货量已进入全国前

四，且随着华勤千亿产业基地等项目的
投产满产，产业地位还将不断上升。

航空制造产业：南昌高新区已成为
全国唯一集聚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三大航空央企的
航空产业园区，2022年航空制造产业实
现营业收入215亿元，增长13.2%。

医药健康产业：新引进赛基生物、弘
益创新药等一批优质项目，拓展了 IVD
新赛道，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186.4 亿
元，增长5.3%。

新材料产业：形成了以江铜集团为龙
头的铜加工产业链，以江钨浩运、百利精密
刀具为龙头的钨加工产业链，以方大特钢
为龙头的钢材加工产业链，以方大新材料、
泓泰集团为龙头的铝材产业链，2022年营
业收入达1200.5亿元，增长6.7%。

做优创新链 发展添动能

2022年，南昌高新区坚持把创新链
扎扎实实地建在产业链上，全年新增发
明专利超1000件，增长近50%。

培育创新主体：在南昌市率先完成3
亿元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为
50多家骨干企业设立研发中心；深入推
进创新积分制改革和科技创新金融服务

“十百千万”行动，为千家企业进行“精准
画像”，提供授信额度超过 60亿元；认定
科技型中小企业 733 家、高新技术企业
610 多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125 家；
拥有的潜在独角兽和瞪羚企业分别占南
昌市的50%、65％。

建设创新平台：积极推动大院大所
新型研发机构引进研发成果产业化项
目，与区内外企业开展产研合作，已引进
70个项目团队，获批市级及以上平台 27
个，开展横向合作项目 130多项，合同金
额约 1.2亿元，列南昌市第一；高水平规
划建设中国（南昌）科学岛，江西省首个
省级实验室——复合半导体技术江西实
验室建设方案通过综合论证；成立江西
省知识产权金融联盟，探索知识产权证
券化试点，全年实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金额1.6亿元。

吸纳创新人才：全力推动省高层次
人才产业园建设，核心区一期落户项目
41个，集聚了包括 12名院士、13名国家
级人才在内的千余名人才。推动江西财
经大学等 20 余所院校与欧菲光等重点
企业构建定向人才培育合作机制，打造
全省首个“产教融合”示范区。持续开展

“名企访名校，名校进名企”活动，招引意
向就业大学生及技能人才近2.6万人，引

进省外人才3205人。
鼓励数字创新：全区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营业收入超 1400亿元，预计占全南
昌市的 60%。投资 100亿元建设千亩数
谷产业园，发布数谷“黄金十条”，签约数
字产业项目 70多个，吸引了百胜、抖音、
中国动漫、联通等一批头部企业项目落
户，总投资超 300亿元。加快推动华勤、
美晨、龙旗、兆驰等一批骨干工业企业完
成数字化改造，累计认定国家级智能制
造试点示范企业 2 家，省级智能制造示
范企业 4 家，省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6
家，省级两化融合示范企业17家。

据了解，科技部火炬中心对国家高
新区的综合评价对指引国家高新区发展
方向、推动国家高新区实现和引领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评价指标体系
共设置了五个一级指标，本次南昌高新
区在“创新能力和创业活跃度”指标排名
中位列第21位，比上年前进4位，超越多
个排名前 20 位的国家高新区；在“结构
优化和产业价值链”指标排名中位列第
30位；在“绿色发展和宜居包容性”指标
排名中位列第 36 位；在“开放创新和国
际竞争力”指标排名中位列第 22 位；在

“综合质效和持续创新力”指标排名中位
列第24位。 （全媒体记者 储符琳）

一片片竹帘在传送带的推动下走
向下一个“关卡”，物流机器人在工厂车
间忙碌不停……2月23日，走进江西省
赣州市崇义乐汇林竹基新材料智能工
厂，智能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而这
里的工业原材料则来自“好竹易”协同
制造平台。该平台由崇义县筹建，赣州
市智能产业创新研究院开发，平台不仅
建立从原料到成品的标准产品体系，更
打通一产到二产的产品流通。赣州市
智能产业创新研究院常务院长朱尊峰

介绍：“过去竹制品企业采购原材料需
要数十天才能到货，有了‘好竹易’协同
制造平台后，农户、林场采伐的竹子直
接输送到卫星工厂，卫星工厂按照初级
原材料标准将其加工成竹条、竹篾等产
品，并上传到工业云仓，下游企业需要
原料可以直接下单，不仅缩短了采购时
间，也解决了企业采购原材料资金占用
的问题。”

图为“好竹易”协同制造平台。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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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国锂离子电池产量
比上年增长超130%
记者2月24日从工信部获悉，2022

年，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总体保持快速
增长态势，全国锂离子电池产量达
750GWh，比上年增长超过130%。产业
规模进一步扩大，行业总产值突破 1.2
万亿元。

锂离子电池产业主要指标的增长，
与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快速发展紧密相
关。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2年，
锂电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以及风光储能、
通信储能、家用储能等储能领域加快兴
起并迎来增长窗口期，2022年全国新能
源汽车动力电池装车量约 295GWh，储
能锂电累计装机增速超过130%。

需求带动了创业创新的活跃。天
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有锂电
池相关企业超 3.8万家，2022年新增注
册企业610余家。

（据新华社）

西部陆海新通道
铁海联运班列运输货物

突破10万标箱
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生效实施和国家相关政
策带来的红利，来自东南亚的特色产
品通过铁海联运班列快捷进入我国
市场，而我国西部地区的农副产品及
汽车零配件通过铁海联运班列大量
出口至东盟。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
有限公司的统计显示，截至 2 月 23
日，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
列已运输货物 10.7 万标箱，同比增幅
9.25%。

（据新华社）

京津冀协同发展九年来，天津
累计引进在京企业投资项目超
6900个，资金到位额超1.2万亿元。

这是记者从 2 月 25 日在天津
举办的“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研
讨会上了解到的消息。

天津市发改委主任戴永康在
研讨会上表示，天津全方位深化与
国家部委、央企、大院大所及北京
市合作，累计引进一大批优质企业
投资项目。通用技术集团机床总
部、力神滨海新能源产业基地等一
批优质企业、重大项目和创新资源
落户天津。“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为例，累计注册企业超4000家。”戴
永康说。

未来，天津将继续结合疏解对
象、政策导向、推进步骤，对接潜在
目标，争取符合“一基地三区”功能
定位、适合向天津转移的市场主体
来津发展。

（据新华社）

京津冀协同发展：

天津累计引进在京企业
投资项目超6900个

图为2022年10月19日拍摄的建
设 中 的 中 石 化 天 津 液 化 天 然 气
（LNG）接收站（无人机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