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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家 港 以 科 技 打 造
新 常 态 下 经 济“ 升 级 版 ”

我国经济发展现已进入新常态阶段，呈现

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

对张家港来说，只有主动适应新常态带来的经

济运行新特征、新规律、新要求，创新驱动、主

动作为，才能实现发展的提质增效。市委书记

姚林荣在市委十届九次全会上明确提出，全市

各级务必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使经济

增长保持在合理的区间，把发展的立足点真正

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在转变发展方式中

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此，张家港市

通过上项目，着力提升发展内生动力；引人才，

用创新为经济转型破题；攀高枝，推进科技创

新和成果转化等方式，积极破解影响发展的矛

盾难题，推动了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

上项目 着力提升发展内生动力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更是

经济转型的“有力抓手”，以项目建设推动传统

产业高端化、高新产业集群化，为张家港市在

更高平台上实现新跨越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位于经开区（杨舍镇）的华灿光电（苏州）

有 限 公 司 是 由 中 国 第 二 大 LED 芯 片 制 造 商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

33 亿元，将配备世界最先进的 96 台 MOCVD

及配套芯片生产设备，设计月产能超过 7 万片

4 英寸 LED 外延片及对应产能芯片。“我们一

期 48 台 MOCVD 已 投 产 ，二 、三 期 48 台

MOCVD 设备中的大部分设备已到位。”华灿

光电（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叶爱民说。走进

华灿光电的外延车间，记者看到工作人员身穿

洁净服、口戴防尘罩，正在专注地工作着。叶

爱民介绍说：“这些 MOCVD 设备一组 4 腔，每

腔可以放 14 片 4 英寸的外延片，4 腔加起来每

一 炉 可 以 做 56 片 ，这 是 目 前 全 世 界 在 量 产

MOCVD 中生产效率最高的机型。”

作为国内芯片的领军企业，华灿光电专注

“芯”世界，致力于研发、生产、销售高品质 LED

外延材料与芯片。目前，公司研发的高压芯

片、倒装芯片等产品已经获得市场的广泛认

可，实现了外延片智能化制造和芯片自动清洗

及测试分选，并承担了工信部国产 MOCVD

量产验证，单体产能跻身全国第二，并向 LG、

三星等国际电子龙头企业批量供货。叶爱民

说，按照华灿光电董事会的规划，到 2016 年公

司将拥有 200 台 MOCVD，每月可生产和处理

的产量折合 2 英寸外延片将突破 100 万片大

关，成为世界单厂规模最大的 LED 芯片制造

商，预计全部达产后年销售收入 36 亿元。

华灿光电项目是张家港市“810 工程”十大

制造业项目之一。近年来，张家港市以创新驱

动覆盖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突出抓好“十大

制造业基地、十大制造业项目、十大科技载体、

十 大 服 务 业 项 目、十 大 专 业 市 场”等“810 工

程”，把“产业决定城市”的理念落到实处。

页岩气新材料综合利用研发生产基地项

目是“810 工程”中的另外一个重大项目。2015

新年伊始，施工现场已是一片繁忙，现场施工

人员正为项目的顺利试生产进行着最后的准

备。张家港扬子江石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波

介绍说：“春节长假期间，我们所有的员工都没

有回家过年，为了确保试生产一次性投产成

功，我们在做最终的更细致的调试工作，计划

在今年一季度进行投料试生产。”

页岩气项目总投资 360 亿元，一期投资 40

亿元，主要生产丙烯和聚丙烯产品，年生产能

力超过 100 万吨。作为基础化工原料，丙烯的

下游产品应用广泛。目前，国内每年的丙烯需

求缺口达 700 万吨。页岩气基地的落成，将为

保税区（金港镇）打造一条全新的丙烯产业链。

新兴产业项目不断，传统产业也不甘落

后。冷轧板是热轧板的后道深加工产品，市场

广阔、附加值高。为了抢占高端市场，沙钢投

资 71 亿元，“大手笔”打造了年产 260 万吨冷轧

产品的“1420mm 冷轧项目”，项目达产后，可

年增销售 150 亿元。去年，永钢集团联峰能源

装备公司的重工装备二期项目开工建设，预计

今年 12 月份竣工投产，主要生产精密锻材、高

端大型模具、海工锻件等，年销售收入将超过

60 亿元。 据了解，目前，张家港市正深入实施

工业经济转型升级“3333”百企培育工程，鼓励

规模企业“争做行业老大、争当单打冠军”。力

争到今年底，形成入库税收超 10 亿元企业 3

家，5 亿元到 10 亿元企业 3 家，1 亿元到 5 亿元

企业 30 家，5000 万元到 1 亿元企业 30 家。

一系列重大项目的上马，使张家港市调结

构、促转型的效益初步显现，经济发展的内生

动力不断提升。今年 1 月至 2 月，全市完成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超 30 亿元，同比增长 9.3%；入

库税收达 62.41 亿元，同比增长 30.7%……诸多

统计数据说明，张家港市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

更加明显，适应新常态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引人才 用创新为经济转型破题

人才资源，是推动科学发展的第一资源；

人才优势，是跨越发展最需培育、最具潜力、最

可依靠的优势。近年来，张家港市高度重视人

才工作，不断创新政策，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人

才环境，全市上下通过多年努力，已营造出尊

重人才、爱护人才、大力引进人才的良好氛围，

充分形成了人才的“森林效应”。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沙洲

县塘桥电子元件厂，从 1975 年创办初期的一

家乡镇企业，到现在成为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

企业、深交所上市公司，银河电子通过人才引

进和技术创新等一系列措施，实现着跨越式发

展。2014 年，公司销售收入达 11.8 亿元，入库

税收 8247 万元。

正是在这些人才的强力支撑下，银河电子

先后开发出有线数字机顶盒、双向交互型有线

数字机顶盒等多项国家火炬计划产品及国家

重点新产品，以及高清地面数字机顶盒等多项

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目前，银河电子公司主

营业务涵盖智能数字电视终端设备、智能机电

控制装备、军工装备、智能安防装备及新能源

等多个领域。智能数字电视终端设备及方案

研发水平和生产规模在国内同行业中居于领

先地位，产品覆盖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国内

市场占有率近 10％。

“对于人才来说，完善的创新创业平台，健

全的政策环境，高效的政府服务等，是决定他

们落户一个地方的关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蔡炳锋曾这样说。为此，张家港市财政每年

安排 1.5 亿元人才开发基金为高层次人才创新

创业提供全方位支持，并出台了一系列人才扶

持政策，对人才项目在前期引导、初创资助、融

资贷款、住房保障等方面予以支持，初步构建

了从项目启动到金融扶持，从设备补贴到后续

支持的全方位政策扶持体系，让科技人才高高

兴兴地来，踏踏实实地干，稳稳当当地为张家

港市创造效益。

目前，张家港市已自主培育“千人计划”人

才 11 名，引进“千人计划”专家产业化项目 100

个，培育省“双创”人才 69 名、“姑苏计划”人才

94 名，拥有博士人数 2015 年将突破 1000 名。

特别注重推动科技人才项目与本土企业“嫁

接”，380 多个创新创业人才项目已有 195 个实

现产业化，销售超亿元科技人才企业突破 100

家，有力地促进了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新

医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为张家港市经济转型

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攀高枝 推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蓝天白云之下，在城北科教新城内，红墙、

白 窗 的 英 式 风 格 建 筑 显 得 格 外 优 雅 而 庄 重

——这是占地面积约 180 亩、总建筑面积约 32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25 亿元的沙洲湖科创园

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

沙洲湖科创园是张家港市“810 工程”十大

科技载体项目之一，也是张家港市聚集高端人

才、推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园

区已引进清华大学华东锂电技术研究院、哈尔

滨工业大学智能装备及新材料技术产业化研

究院、西北工业大学（张家港）智能装备技术产

业化研究院等研发机构，成立产业化公司 30

多家。最先入驻科创园的清华大学江苏华东

锂电技术研究院，已成功自行设计研发了国内

首套纳米材料溶剂热连续中试生产设备，而研

究院的锂硫电池“863”项目以及溶剂热磷酸铁

锂材料“973”项目产业化公司也已经成立，不

久的将来就能实现批量生产并投放市场。

近年来，张家港市始终把科技创新载体建

设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创新思维，积极有为，

呈现出载体建设持续推进、人才项目逐步引进

和产业化程度不断优化的良性循环。

全省首家由乡镇投资建设的省级科技孵

化器凤凰科技创业园于 2009 年 9 月经江苏省

科学技术厅批准设立，园区集中引进集成光电

领域的高科技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现建有江苏

省级千人计划集成光电研究院、III-Ⅴ半导体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千人计划（张家港）集成

光电研究院，是全国第一家以集成光电为研究

和产业化方向的千人计划研究院，也是目前江

苏省内唯一一家企业化运作的千人计划研究

院。由研究院龙头企业矩阵光电投资 5000 万

元建设的半导体生产线及公共服务平台目前

调试安装完毕并投入运行，产线已小批量生

产。预计，今年企业可以实现产值 1 亿元。

目前，张家港市已形成了以沙洲湖科创园

为核心，向周边发散辐射的承接配套模式，保

税区（金港镇）和经开区（杨舍镇）围绕高层次

人才项目的创业孵化，重点推进科技企业孵化

器和全市性的产业技术研发载体建设，冶金园

（锦丰镇）、塘桥、凤凰、南丰、乐余、大新等区镇

发挥配套园区作用，重点承接中试、加速、产业

化等后道流程，实现了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和

高效利用。

新常态下，千帆竞发，不进则退。张家港

市全市上下正努力把握新常态下港城经济发

展的阶段性特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

领新常态，全力用科技打造新常态下港城经济

“升级版”。

（杜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