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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瑞集团 扬子石化

经济是一个复杂且庞大的生
态系统，既有直接面向公众消费
的末端环节，还有无数面向生产
主体的中间环节，尽管他们经常
不被广大消费者所知晓，却是支
撑经济系统的关键力量。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从
自身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尤为
关键，南京的经验是聚力打造先
进制造业集群。

2024 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
群竞赛胜出集群名单显示，南京
市牵头的苏南特钢材料集群和参
与的长三角（含江西）大飞机集群
入围，加上此前首批入围的软件
和信息服务集群、新型电力（智能
电网）集群，目前南京先进制造业
集群“国家队”已达4个。

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在一定区
域内，由先进制造企业及相关主
体高度集聚形成的产业生态系
统，凝聚了产学研用各方、产业链

上下游以及各类公共服务平台等
资源。南京拥有4支“国家队”，
充分展现了雄厚的产业基础，成
为全球产业竞争合作的有力筹
码。

电力是现代经济的基础，南
京是我国最“懂电”的城市，其新
型电力（智能电网）产业集群年营
业收入超过3600亿元，南京市相
关企业近 1200 家，集聚国电南
自、国电南瑞、南瑞继保等一批龙
头企业。

2024 年 10 月，在青藏高原
上，首套电网侧静止同步调相机
在国网西藏当雄站和萨嘎站成功
投运。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
司凭借多年的技术积累，为当雄
站供货了静止同步调相机全套设
备，为萨嘎站供货了核心的控制
保护和测量系统，为西藏电网的
安全稳定运行贡献了力量。

在大飞机产业领域，南京同

样实力雄厚。南京速锋数控技术
有限公司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共
同开发生产的定位器，成功应用
于C919国产大飞机机翼与机身
的组装，利用5G信号、无线控制
能够更加精准、对接更加精细。
中航工业南京伺服控制系统有限
公司的研发、生产、交付、维修业
务都围绕着电液伺服系统展开，
是目前国内电液伺服阀生产企业
中产品类型最齐全、产量最大、市
场份额最高的单位，产品远销美
国、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

大飞机产业属于资金、技术
和资源高度密集型产业,是现代
高新技术的高度集成。目前南京
已初步构建起以航空发动机及关
键零部件制造、机载系统制造、地
面设备制造、空管系统开发、无人
机整机等为重点的航空航天产业
发展体系，规上企业超百家，已成
为大飞机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紫金山实验室

◀南京江北新材
料科技园智慧园
区管控中心

时代考卷，常答常新。
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纵

深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各地谋篇布局的
高频词，一场以新技术为引领的产业变革正在
南京推进，高水平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塑造发
展新动能新优势，展现经济大省的省会担当、真
正挑起大梁。

在发展过程中，南京既以新技术赋能传统
产业，又不断把握科技脉搏拓展新经济形态，4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跻身“国家队”，以新质生产
力夯实经济基座，“新质南京”正在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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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南京”：向新突破，向高攀升
“从0到1”，原始创新持续突破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焕发新机

古今辉映的南京城

发展新的产业技术和经济形
态时，传统产业该何去何从？

南京曾经的四大支柱产业是
石化、钢铁、汽车、电子，比如，在
化工产业拥有南化、扬子石化、金
陵石化等企业，钢铁产业有南京
钢铁、梅山钢铁等，许多老南京人
对这些企业都有很深的情感。

随着城市发展，很多城市的
常规操作是将这些“笨重”的传
统产业搬出去，但南京另辟蹊径
——通过投入人才和技术对传
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使其成为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2023
年发布了《南京市推进产业强市
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明
确推动钢铁、汽车、石化、电子信
息四大支柱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无论是化工、钢铁，还是汽
车、电子，这些产业都是实实在
在的制造业，既和老百姓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更是现代产业体系
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如今，经过智转数改网联等
转型升级，南京的四大传统产业
开始向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挺进，
培育了一批“专精特新”企业。

还是以化工产业为例，南京
化工企业的集聚地——南京江
北新材料科技园已是全球最大
的醋酸及衍生物生产基地，全球
最大的液体蛋氨酸生产基地以
及全国主要的环氧及衍生物生
产基地。新材料科技园本身的
经济规模已列全国化工园区前
三。在钢铁领域，我国有30家千

万吨级钢企，南钢和梅钢占两
席，近年通过技术升级转型不断
焕发新机。

随着传统产业向价值链高端
延伸，南京在先进制造基地打造
上已经越走越远、越走越好。工
信部公布最新一批国家级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南京13家企
业上榜，居全省第一、全国第四。

南京产业基础雄厚，目前正
聚焦国家战略所需，在推进产业
强市建设中，聚力打造世界一流
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开辟新
领域、创造新价值、塑造新动能，
构筑产业竞争新优势，加快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使新质生
产力成为南京高质量发展最鲜明
的标识。

只需动动手指，就可以操纵
300公里外的手术机器人，完成高
难度手术，时延不超过6毫秒，也能
精准操控井下 240 米深处的采煤
机，实现“一键采煤”……这些现实
场景的实现，得益于紫金山实验室
未来网络技术的不断突破。

在南京，这样的基础技术创新
支撑现代经济产业发展的案例数
不胜数。作为全国首个引领性国
家创新型城市，南京长期承担国家
战略科技任务，科研团队倾向于基
础研究与关键技术攻关，为我国在
全球产业链竞争中突围提供底层
支撑。

据了解，近年来南京始终将创
新策源提升行动聚焦在前沿技术
攻关突破，支持紫金山实验室、钟
山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更多承
担国家战略任务，加快集成电路
EDA、第三代半导体、油气地球物
理勘探等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开展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半导体产业被誉为现代工业的
“皇冠”，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环节。

南京始终在为半导体产业发展
蓄力，作为国家级创新平台，第三
代半导体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南
京）成功攻关沟槽型碳化硅MOS-
FET芯片制造关键技术，打破该芯
片性能“天花板”，引领行业发展。

目前该中心在新材料研发、信息技
术应用等前沿科技领域推动产学
研用深度融合。

“世界上首次观察到凝聚态物
质中的引力子模”“发现最古老多细
胞真核生物化石”“全球首次绘制早
期 地 球 高 精 度 生 物 多 样 性 曲
线”……

这些“从0到1”的突破不断在
南京涌现，背后是对基础研究的长
期重视：据2025年南京市政府工作
报告，2024年南京全社会研发经费
占 GDP 比重预计达 3.9%，全市技
术合同成交额达1050亿元，万人发
明专利、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均
居全国第三。

这种对基础创新的重视，也体
现在全国的考核评比数据中：过去
一年，南京29项成果获2023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居全国第三；首个全
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落
地；全球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排名
升至第五，跻身最具科技影响力的
全球领先科技集群第九位……

2024年底，南京还与南京大学
签署了共建原子极微制造实验设
施合作协议，此次签约的南京大学
原子极微制造实验设施，正是当下
最前沿、最尖端的大科学装置之
一，在制造和材料方面从原子底层
实现自由定制，对现有技术或将是
一种“降维打击”。

4个先进制造业集群跻身“国家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