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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密码”里的江西高质量发展
一个刚成立不久的新能源车企，靠什么逆势打入强

者云集的欧洲汽车市场？一个传统工业城市，为什么能
孕育出多个“百万量级”物联网应用？一间小小的化妆
品直播室年销售额为什么能抵得上一个大卖场……

近年来，地处中部的江西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6
年居全国“第一方阵”，与此同时出现了越来越多“看不
懂”的新企业、新现象，引人思考：它们的背后蕴藏着什
么样的新逻辑，对中西部地区未来高质量发展又有着什
么样的启示？且看记者近年来持续跟踪采访的一线经
济高质量发展背后的“微观密码”。

春日时节，记者在江西爱
驰亿维科技有限公司看到，一
个 3 万平方米的冲压车间只需
30名左右工人。更令人感到新
奇的是，在这里，一条生产线上
可以同时生产 6 种不同颜色和
配置的汽车。

“大规模”“个性化”，在传
统工业生产中这两个很难兼顾
的概念，如今依靠 5G和工业物
联网技术的加持实现了有机融
合，生产变得更灵巧、更轻快、
更智慧，一如爱驰亿维的英文
名“AIWAYS”所寓意的那样。

江西爱驰亿维科技有限公
司智能制造经理谭虎生说，传
统汽车工厂的一大困局就是车
间内生产信息流通不畅，为此
公司借助 5G 网络在业内率先
运用“数字孪生工厂”技术，通
过1200多个数据采集点上传数
据，在电脑上任意点击一处厂
房，生产车间的 3D实时模拟动
画随即显现。无论是设计制造
还是生产维修，都可通过“数字
孪生工厂”模拟运行和调试，有
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加上
精准的市场定位，爱驰汽车“一
出道便出圈”，上市一年多时间
便打入欧洲市场，去年出口
1800多台。今年一季度出口整
车超过去年全年。

上饶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
记叶和彬说，在“碳达峰”“碳中
和”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产业迎
来新机遇，要乘势而上、加大投
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
升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努力开
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从小批量定制到大规模定
制，新技术新工艺潜力日显
——

新型基础设施是新技术新
工艺运用的重要前提。近年
来，江西提出，要像抢高速公
路、高铁建设一样抢 5G 建设，
并成为全国首个实现所有设区
市主城区 5G 网络连续覆盖的
省份，目前已开通 5G 基站 3.3
万多个。同时建成 2 个工业互
联网标识解析节点二级区域综
合节点和 1 个纺织服装行业二
级节点。记者走访发现，5G 时
代带来的新机遇才刚刚开始，
耳目一新的场景越来越多：

位于南昌经济开发区的南
昌海立电器有限公司是国内空
调企业的核心供应商，通过用
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等工作，
组装一台压缩机只需短短6秒，
而过去要 26 个工人同时操作
30 分钟；江西明正变电设备有
限公司投资 2.37亿元进行数字
化升级改造，5G 信号实时采集
数据，企业管理人员足不出户
即可掌握产品设备情况，交货
周期缩短约30%，能耗降低15%
左右……

从 OEM（传 统 代 工）到
ODM（设计代工），制造模式加

速迭代——
新发展格局下，同是代工，

一字之别，大有不同。观察发
现，几年前，南昌市先后吸引
了国内电子信息行业排名前
五位的代工企业聚集，时至今
日，有的越来越强，有的则被
无情淘汰。

“电子信息行业竞争激烈，
研发是企业的生命线，无新不
强、不进则退。”南昌华勤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副
总监谈振兴说，“D”代表的是
设计，低端配套加工订单随时
可能调整，只有提高自主设计
研发能力，才能把握发展主
动。近年来，公司在上海、南昌
等多地设有研究机构，总人数
上千人。

去年疫情之下，凭借研发
等优势，华勤公司逆势上扬、订
单不断，生产了800万台笔记本
电脑、1000万台手机，全年销售
额 200 多亿元，同比增长 2 倍
多。在此基础上，今年有望生
产 1300 万 台 笔 记 本 电 脑 和
4000万台手机。

南昌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陈艳介绍，2020 年高新区电子
信息产业产值、首次突破 1000
亿大关，同比增长 30%，成为全
省唯一拥有两个千亿产业的园
区。2021 年，高新区将继续加
快电子信息产业“芯屏端网”融
合发展，聚焦移动智能终端、
LED、MEMS 三大重点领域，形
成完善的智能终端产业闭环。

从单打独斗到组团上云，
新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晰——

与过去看车间不同，如今
记者在江西许多企业采访，首
先看到的是一幅幅“云图”。在
位于鹰潭市的江西铜产业大数
据平台，一块大屏上滚动着全
市铜产业各项数据。鹰潭工控
工业大数据公司党政办主任张
汝隽介绍，通过收集企业各类
原始数据，并进行整理和分析，
能从源头解决铜加工企业从原
材料、仓储、加工、贸易等环节
上各自为政造成的贸易、仓管
及监管成本高等问题。

越来越多企业尝到了“上
云”的甜头。江西凯顺科技有
限公司是一家铜材加工智能设
备生产企业，公司董事长包健
说，通过设备和车间“上云”，可
有效分析生产线的运行情况，
对有问题的生产线及时做出调
整。经过实际测算，目前生产1
吨铜材所需要的成本可节约
200 元-300 元，比过去的纯利
润还多。

江西省工信厅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全省企业上云数量
已达3万余家，设备上云连接数
超过4万台，工业云平台应用率
达到40.5%，开展个性化定制企
业比例 8.9%，两化融合指数增
速居全国前列。

记者走访发现，近年来，新服务
业态正越来越多地闯入人们视野，为
江西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一股新风。

三川智慧，一家有40多年历史的
本土企业。2017 年推出全球首个
NB-IoT水表，发布第一个智能水表行
业标准。如今，物联网水表已成为公司
的主打产品，并已出口到澳大利亚、安
哥拉等30多个国家。三川智慧，已成
为全球最大的NB-IoT水表生产商。

渥泰环保，以前是一家名不见经
传的传统净水器生产企业，2017年率

先推出物联网净水器，并参与制定行
业标准，销售收入从 2000 万元跃升
至近 5 亿元；百盈光电，发布全国第
一个智慧路灯的行业标准，每年申请
专利40多个，成为行业引领者……

不仅是物联网，标准先行、服务
制造，成为近年来江西发展新兴产业
的重要一招。在VR产业，南昌红谷
滩区与北京理工大学合作共建虚拟
现实标准检测与评测中心，在业内率
先荣获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在航空产业，江西省与中国民用航空

局合作成立中国民用航空江西航空
器适航审定中心……

为进一步鼓励企业创新发展、提
质增效，今年江西启动发展服务型制
造新一轮专项行动，提出到 2023 年
新培育认定 50 个左右服务能力强、
行业影响大的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
企业，示范企业总量达到 100 个，其
中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的服务收入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 25%左右，基
本形成与工业强省战略进程相适应
的服务型制造发展新格局。

“新服务”蓬勃兴起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据：2020
年抚州市数字经济增加值对GDP的
贡献率超过 30%。此外，抚州高新区
获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数据中心)，成为全省乃至中部地区
唯一一个国家级数据中心。

抚州过去工业基础并不雄厚，近
来在数字经济这一新赛道上“换道超
车”之势日益明显，为什么？靠什么？

算力是数字经济的引擎，算力企
业对厂房、用电等基础设施要求较
高，但在沿海城市大规模布局成本较
大。抚州紧紧抓住这一错位优势筑
巢引凤，吸引多家算力企业入驻。

抚州高新区高新五路，占地超过
300亩的九木集团产业园吸引着八方
投资者注意。产业园内，高新数据中
心暨九木集团三期项目已进入收尾
阶段，2021年将建成25.2万台服务器

的超算中心，有望成为亚洲最大单体
算力中心。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批云
计算、软件开发、云游戏、影视、图形
渲染等应用算力的高新企业落户。

抚州是江西发展的一个缩影。
江西的决策者深刻认识到，面对新一
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性机遇，
内地和沿海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机不可失，要快字当头，“换道超车”。

记者跟踪采访发现，一个个新增
长点加速培育，势头正劲：

看航空——国内首款军转民机
型初教 6 获颁 TC/PC 证进入民用航
空市场，国内首个民企自主知识产权
通用飞机冠一通飞 GA20 研发、制造
和交付……江西航空产业蓄势腾飞，
去年产值达到 1200 亿元，航空产业
制造规模居全国第三。

看物联网——近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遴选公示出一批移动物联网应用
优秀案例拟入选名单，江西5个03专
项创新成果上榜，占全国总数的近八
分之一，位居全国第二。2020年全省
物联网核心及关联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达到1100亿元，年均增长近40%。

看VR——虚拟现实产业从无到
有，通过连续三年举办世界VR产业
大会，大会已成功晋升为行业发展的

“风向标”、江西开放的“新名片”，全
省 VR 产业规模从 2018 年的 40 多亿
元倍增至2020年的近300亿元。

新兴动能持续增强，发展后劲未
来可期。今年一季度，江西省战略性
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
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43.7%、38.4%、
40.9%，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分别为 25.1%、36.7%、27.2%，同比提
高2.9、0.9、1.0个百分点。

“新赛道”势头正劲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江西着力围绕
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政策链、人才链，
不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

搭建重大平台提升创新能力——
面对科技、人才资源禀赋不足的

短板，江西主动对接大院大所，引进
中科院赣江创新研究院、中药国家大
科学装置等一批高水平研发机构，成
功获批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
填补了省内无国家级大院大所直属
机构、国家大科学装置、国家制造业
创新中心的空白。

平台的作用，企业感受最深刻。
“曾经为一款智慧路灯控制系统，光
去北京检测就花了 4个月，鹰潭泰尔
物联网研究中心成立后，在本地 10
天就能搞定。”江西百盈高新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凤明说，研发提

速后，公司窄带物联网智慧路灯控制
系统每月销量超过 3万套，比过去增
长50%。

多措并举激活创新主体——
近年来江西紧盯企业痛点出台

政策。如在资金上，自 2015年以来，
江西连续 6 年大幅增加省级科技专
项资金，并重点投向基础领域薄弱环
节，创新资源重点聚集突破 20 个左
右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
础材料等；市场拓展上，着力从首台
(套)采购、强化应用牵引等方面出台
激励措施，强化企业创新动力。

千方百计引进培育创新人才——
引进人才就是引进未来。近年

来，从柔性引进院士，到实施“赣商回
归”计划；从营造政策最优、成本最
低、服务最好、办事最快的“四最”营
商环境，到创建忠诚型、创新型、担当

型、服务型、过硬型的“五型”政府，江
西为引进人才持续优化环境。仅在
2020 年就前后两次面向国内外发布
引进博士以上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岗位近万名。

一手着眼于“引”，一手着眼于
“育”。面向VR产业，江西已有10所
院校设置了VR专业方向，超过30所
院校设置了VR周边学科；针对区块
链产业，江西开设全国第一所区块链
学院；面向大数据产业，江西与阿里
巴巴共建江西阿里云大数据学院
……江西积极立足产业实际，强化本
地基础人才培养，成为继山东、甘肃
之后全国第三个、中部唯一一个部省
共建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

放眼未来，江西这片充满希望的
红土地，正朝着创新创业创造的新高
地迈进。 （据新华社）

“新生态”加速培育

“新加工”呼之欲出

▲在鹰潭举行的2019江西国际移动物联网博览会上，工作人员展示模
拟人类动作的机器人（资料图）

◀在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人正在车间内工作（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