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贵阳高新区新型工业化发展综述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型工业化是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

2022 年，贵阳高新区聚焦电子信息制造、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两主一特” 产业，走新型工业

化道路，着力实施工业倍增，全力抓工业、抓制造业、抓产业生态培育，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0.5%，

增速连续五年保持在 20%以上，多个考核目标排名全市第一，几大产业生态圈正在形成，打造了亿元数字

经济产业楼宇，推动工业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为贵阳贵安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建设区域平台

赋能新型工业化

———贵州航天云网积极推动

传统企业联网上“云”

工厂管理者只需打开手机上的专用 APP，大

到设备保养、设备维修情况，小到每个设备的数

据、厂区某一监控视频，都能实时查看……让传

统企业转化为智能制造企业，依托的正是由贵阳

高新区企业贵州航天云网公司打造的贵州工业

互联网平台。 目前，该平台累计注册企业超 18万

户，推动 20000余台（套）设备上“云” 。

2015 年， 贵州航天云网公司在贵阳高新区

“诞生” ，到 2022 年，该公司营业收入已达 3.2 亿

元，累计近 14 亿元。 “跨越式的增长得益于以数

据为关键要素驱动各行业的企业转型升级。 ” 该

公司董事长杨灵运说，刚到贵州时，大多数企业

还依赖传统生产经营方式，对工业互联网比较陌

生。 随着贵州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步伐的加

快，公司有了“用武之地” 。

贵州航天云网公司依托国家特定区域工业

互联网平台联合我省诸多龙头企业， 在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汽车装备、民族制药和化工能源等

支柱领域打造了数百个试点示范项目。 其中，联

合开磷集团和振华集团打造的试点示范项目入

选国家工信部 2018年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

参与实施的盘江民爆、航宇科技、航天电器和中

航力源等十余家企业项目，先后入选工信部智能

制造新模式应用试点示范项目和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项目；重点实施的顺络迅达、汉方药业、达沃

斯光电、雅光电子等数十家企业项目，入选贵州

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和试点示范企业。

“每台智能手机都会用到十余个电感，依靠

电感接收信号、 发出信息。 片式电感器尺寸越

小，加工难度就越大，对自动化、智能化的装备

依赖越大。 ” 贵阳顺络迅达电子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邓世春说， 得益于公司智能化水平的提

升，2022 年产值实现了 25%的增长。

走进该公司生产车间， 自动化机器高速运

作， 绕线机拉着比头发还细的铜丝在米粒般大

小的电感骨架上绕线， 再经过焊接、“裹” 上

“外衣” 等工序，最终生产出电感。

从一组数据可以看出贵阳顺络迅达电子有

限公司的智能改造成果———2018 年年产 2 亿只

电感；2019 年年产 24 亿只电感；2021 年年产 50

亿只电感……“智能化改造后，管理效率提升

40%，合格率提升 3%，成本下降 20%，人均产值

近三年保持 30%的增长。 ” 邓世春说。

2022 年，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5 部门发布

的“2021 年（第 28 批）新认定国家企业技术中

心名单” 中，贵阳顺络迅达电子有限公司上榜，

成为该批次贵州省唯一一家上榜的企业。

贵阳顺络迅达———

提高智能化水平

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

大自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 余亩

的厂区里分布着 6 条生产线，一条条棕绳

放入机器中自动分解、筛除杂质，转化为

一根根棕丝，再经过管道运送到下一个车

间，压制成 1 厘米薄的棕片，通过乳胶喷

淋、硫化环节，最后剪裁成客户指定规格

的床垫。

“厂房中的工人已经很少了，从初加

工的棕丝原料到成品棕床垫， 整个过程

实现了自动化， 不再需要大量人员聚

集。” 大自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才说，多年来，公司自主研发了棕床垫

生产流水线，经过不断更新升级，至今已

是第三代，实现自动化生产，从一个名不

见经传的床垫厂发展成棕床垫行业龙头

企业，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实现跨越式

发展。

“原来生产手工棕床垫的工艺非常复

杂， 完成一张棕床垫至少需要六个人，耗

时两三个月。 ” 刘才说，为了提高效率，公

司聚焦设备改造，让技术人员针对核心生

产设备进行技术攻关，再结合本地原材料

山棕纤维的特性研发生产设备，推进生产

线国产化，最终，产出的棕纤维床垫在性

能和产量上都得到很大提升。

贵阳高新区利用大数据与工业企业

深度融合模式， 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新型工业化的“时代特征” 越来越明显。

贵阳高新区培育了 24 个智能制造典型试

点示范项目，2 个项目入选国家级智能制

造试点示范并获批为大数据方向的国家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抓好转型升级 壮大企业规模

A

传统工业转型升级，高科技产业领跑

增长。

近年来，贵阳高新区坚持以创新为根

本，持续推进企业研发投入、成果转化和

公共服务创新平台建设等，以创新推动企

业成长壮大。 目前，已聚集各类研发机构

（平台）278 家，已有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12 户，占全市的 45.5%，这些

都是高新区创新驱动的动力源。

基于此，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成功在科创板挂牌上

市，实现了贵州企业科创板挂牌上市“零

的突破” 。

航宇科技的“大型复杂异型环件成形

成性一体化轧制关键技术” ，广泛应用于

民用航空发动机的机匣生产。 作为航空发

动机的关键部件， 机匣不仅结构复杂、精

度要求高，更要能承受住极端温度、压力

条件下的高强度考验。

该技术能使大型复杂环件精确一体

成型，钢材中蕴含的贵重金属，均匀分布

至整个材料，具备优异的组织性能。同时，

后期机加工量小，缩短了生产时间，也避

免让焊接部位成为部件的薄弱环节，实现

整体强度更强、精度更高。

“由于锻件一次成型，大量节约了生

产过程中的贵重材料消耗。 材料利用率从

3%至 10%上升到 25%至 30%，有效降低了生

产成本。 ” 航宇科技董事兼副总经理刘朝辉

说，通过不断提升研发实力，公司已成为中

国航发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以及美国通

用公司（GE）、英国罗罗公司（RR）、德国

MTU 航空发动机公司等知名民用航空发

动机制造商在亚太区的核心供应商。

该公司先后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首批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全国

中小企业“十大” 创新之星、国家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 全国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

业、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贵州

省首批创新型领军企业等称号。

强化科技创新 提高生产效率

B

绿色是发展的底色 。

在贵阳高新区园区内， 众多企业快

速发展， 贵州汇通华城股份有限公司专

注于中央空调系统节能领域， 致力于用

先进的控制技术， 在保证空调环境满足

需求的前提下， 大幅降低能源消耗；时

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在海水淡化、 污水

净化、中水回用、饮用水纯化、工业水纯

化以及浓缩分离等领域取得骄人业绩，

其反渗透和纳滤膜产品远销意大利、巴

西等国家……

一家 家企 业 、一 条 条 产 业 链 ， 正

为 贵 阳 高 新 区 发 展 注 入 源 源 不 断 的

动力 。

近年来， 贵阳高新区始终坚持产业

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加快形成绿色发展

和绿色生活方式，推进产业高端化、绿色

化、集约化，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

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为守好绿色窗口，一方面，高新区设

置“绿色门槛” ，把绿色招商作为环境保护

和推动全区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和抓手，

结合自身实际，紧盯“两主一特” 产业开展

产业招商，严格把好入门关，走一条节能、

减排、降耗的路子。

另一方面 ， 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绿

色化升级， 推动传统产业发展方式实

现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

型集约增长转变 。培育了时代沃顿 、汉

方药业、林泉电机、石博士新材料等一

批绿色制造企业， 加快推进绿色产业

集聚 。

坚持绿色发展 答好“高新答卷”

C

“开年以来， 公司的发展情况怎么样？

有什么困难？ 我们会尽力为企业做好服

务。 ” 今年以来，贵阳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

已走访辖区企业 20余家， 积极协调解决企

业提出的问题。

“没想到半小时就拿到了营业执照，贵

阳高新区行政审批局的服务贴心又高效！ ”

贵州绿色产业技术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贵阳

高新区的行政审批服务竖起大拇指。

针对振华集成电路项目大工业用电容

量问题， 高新区协调解决了 110 千伏安变

电站搭火取电问题，推进项目快速试生产。

……

一张张营业执照、一个个为企纾困的

案例，印证了贵阳高新区营商环境的“含

金量” 。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 更是城市发展的

原动力。贵阳高新区始终把服务企业发展作

为营商环境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组

建一支企业包保人队伍，为园区重点培育企

业、中小企业提供精准服务，全力解决企业

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去年共帮助企业解决手

续办理、融资、要素保障等问题百余个。

此外，贵阳高新区还组建了“企业问

题协调处置专班” ， 围绕企业生产经营过

程中的增产扩能、政策享受、研发创新、融

资贷款等方面，协调解决企业建设和生产

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贵阳高新区党员干部以苦干实干巧

干的精神，主动担当主动作为，俯下身子

解决实际问题，让更多企业在这片发展的

沃土中茁壮成长。

优化营商环境 提供优质服务

D

■亮点点击

●在科技部火炬中心最新通报的国家高新

区评价结果中，贵阳高新区综合排名上升至全国

第 39名，较此前上升 3个位次。 其中，“结构优化

和产业价值链”“综合质效和持续创新力” 两个

单项排名均闯入前 40名。

●高新区制定出台《贵阳高新区领导干部包

保服务企业工作方案》，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赛迪顾问智能装备产业研究中心发布先

进制造业百强园区（2022）榜单，贵阳高新区入

围，排名 93位。 这是贵阳高新区连续第三年入围

先进制造业百强园区。

贵州汇通华城股份有限

公司一角。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员工在作业。

大自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贵阳顺络迅达电子有限公司员工

在检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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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高新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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