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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董翔 胡明峰 实习生 许栩然

经济承压前行，在哪里最能感受到提振信心的力量？那些以两位

数甚至三位数增速跑在前列的行业和企业，是偶然碰上的机会，还是

顺应时代选择的必然？南京作为全国经济规模前十的城市，梳理其今

年逆势而上的增长点，见微知著，对思考什么才是今后较长时期经济

结构调整与转型的主导力量或许能提供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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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展现“快车”速度

同比增长85.0%和87.8%！
放在当下发展背景，如果不是核酸检

测相关业务，这是一个令人称羡的速度。
南京市统计局近日发布的该市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南
京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主要整车企业分别生
产和销售新能源汽车4.54万辆和4.52万
辆，同比增长达到85.0%和87.8%。

上半年，南京新能源汽车产业链256
家在库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04.56
亿元，同比增长19.2%，高于全市规上工业
营收增速13.6个百分点。

从全国情况看，据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
联席会披露的数据，1-7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
零售销量273.3万辆，同比增幅为121.5%。
而整个乘用车市场虽然7月企稳回升，上半年
乘用车销售总量依然是同比下降。

新能源汽车市场欣欣向荣，作为新能源
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更是表现不俗。
就南京而言，锂离子电池及其他电池制造企
业23家，实现营业收入367.35亿元，同比增
长41.1%。虽然规模尚小，但潜力大。

今年上半年，位于南京江宁空港开发
区的思来机器人有限公司销售收入与去年
同比增长超50%。这是一家成立4年、进
入新能源赛道才两年的初创企业。这家由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工程研究院孵
化出的企业，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直线驱动技术，而这项技术是新能源电池
生产设备的关键。

公司总经理朱华博士介绍，跟绝大多数
初创型企业一样，思来刚成立时，要先生存下
来，能拿到什么订单就做什么活，汽配、家电
等行业的研发改造都做过。两年过去，公司
捕捉到新能源产业势头很猛，尤其是2021
年，一家家动力电池设备集成商利润翻番，纷
纷上市。例如动力电池电芯装配的核心环节
焊接段，一套设备就要1000多万元。

赛道拥挤，如何开辟自己的地盘？这
家小企业注意到，我国的新能源电池产业
已全球领先，然而，国内很多新能源电池厂
商使用的高精度智能输送线仍旧依赖进
口，倍福、罗克韦尔、博世等品牌占据了国
内大部分市场份额，直线驱动技术产线一
米高达十多万元。朱华说，相较于其他专
门从事输送线部件研制的厂家，思来作为
集成商，可以更好地把握电池厂商对设备
的需求。思来不仅能提供可替代进口的输
送线部件，还能为他们提供成套集成设备，
市场一下打开。

值得注意的是，思来的快速成长，也离
不开企业所在的地域。公司的大多数客户
都在常州的金坛、溧阳等南京都市圈范围
内，这片区域的动力电池产能占全国的1/3，

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
新航等国内头部电池

厂家皆在此设厂。
这不是凭一

己之力就能纵
情 奔 跑 的 时
代，产业集群的

优势在思来身上
表现得淋漓尽致。

越过众多超预
期因素，考量进入经
济中速增长期后的结
构性潜能，从思来这
一家企业身上，可以
看到都市圈、城市
群是重要的新增
长点。

小企业感
知趋势，大企
业形成影响。
8月17日，欣旺
达电动汽车电

池公司完成60亿
元新一轮融资。这家

国内领先的头部企业2019
年便在南京溧水建设华南总部以外最
大的动力电池生产基地，一年营收已达

17亿元。5月，国轩新能源智能制造项目
落户南京六合，建设年产20GWh动力电池
生产项目以及新能源动力电池PACK、壳
体、箱体及线束等配套项目，全部达产后年
销售收入不低于120亿元，将成为国轩高
科国内最大的生产基地之一。

这意味着，思来面临更多机会。“新能
源电池的回收，也极具市场潜力。”朱华分
析，2025年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市场规模将
超1600亿元，拥有众多创业机会。在新能
源电池的另一方向——储能电池，南京空
间更大。

“双碳”倒逼“用电革命”提速。在“十
三五”投入260亿元的基础上，“十四五”南
京将再投265亿元改变电力来源，全面升
级电网。这座数十年来靠火电助推前行的
城市开始迎向“绿电时代”。推行绿电，就
要有相应储能，以完成波峰波谷时的电能
存储和转换。

立足新能源储能电池设备赛道，思来
选择两条腿奔跑。一方面继续深耕直线驱
动、机器视觉、数字孪生等先进技术和产
品，另一方面应用新技术，做好集成设备，
建立新标准。

连日来，朱华正忙着一笔液流电池装
配线的“千万级大单”，为风电和光电的储
能电池配套，而这类装配线国内才刚刚起
步。此外，国内一家钠离子储能电池头部
企业也来洽谈。他们希望，能够与思来深
度合作，将思来最新最先进的技术，最先用
于自己的产品制造中。

这几年，思来先后获评南京市高层次
创业人才项目、创新型企业家项目和瞪羚
企业，从初创型“小作坊”蝶变为高成长性
科技型企业。而更大的利好是，雷神清洁
能源总部、华能集团分布式能源开发总部、
国际能源先行区、中国能谷等一大批能源
项目正在向南京汇聚，共同打造能源领域
全产业链的产业集群。

数字赋能势不可当

虽然上半年年报还未对外发布，上市
企业科远智慧的两位数增速早无悬念。

在沙钢集团，从冷轧板基地、酸轧车间
原料库，到热轧车间板坯库、宽厚板一车间
板坯库，或实现或在进行“无人化”改造。
冶金行业“无人化”，不仅是减少人工成本，
还能提供物流和设备的精准动态信息，并
通过与MES系统（制造执行系统，manu-
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简 称
MES）交互，实现多环节信息流贯通，全面
提升生产效率。

科远智慧实施的智能化改造行业涵盖
冶金、电力、石化等领域。江苏龙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民营润滑油A股上市领
军企业，多项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在
生产制造上仍存在着管理粗放、自动化程
度不高等普遍问题。科远智慧为龙蟠科技
定制智能控制系统，覆盖从原料进厂、存
储，到生产进料和调和、中控检测、成品灌
装的全流程，为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提供
了坚实保障。

能在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上占据优
势，得益于科远雄厚的技术积累，归功于企
业自创立以来坚守不动摇的自主创新战
略。早在1997年，科远就推出国产工业自
动化第一代系统，此前国内的自动化系统被
外国公司垄断。从2010年开始，科远就全
面实施控制系统完全国产化发展战略。彼

时，国内市场正是国际大公司自动化系统大
行其道，很多国内企业或做系统集成，或做
国外品牌代理，以赚快钱。此后又是一波接
一波地产热，不少企业又一哄而上炒房赚
钱。科远不为所动，坚持搞自主可控。最终
率先推出100%自主可控智能分散控制系
统，于去年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科远智慧的业务增长不仅来源于冶
金、发电等领域的大订单，也得益于一些中
小企业的智能化改造小订单。而实施改造
的企业，有的眼下经营状况并不理想。

科远智慧副总裁赵文庆分析，数字技
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驱动了制造模式
创新，国家接连出台政策助推数字经济发
展，加上疫情以及经济下行各种新需求倒
逼，有些企业愿意“咬牙”开展数字化转型，
用更高效率对冲下行压力。

服务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的蜂巢智造
云、中标全国首个铁路货车车体再制造焊
接机器人智能系统的中车科技，今年均以
超过20%的增幅向前奔跑。

今年上半年南京共有1085家规上企
业实施1371个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项
目，工业技改投入增幅超过20%。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报告认为，
中国拥有全球最活跃的数字化投资与创业
生态系统，全球范围内的新兴数字技术，大
部分细分领域呈现中美共同领先的态势。

据南京南图数研院提供的最新数据，
到2022年8月，江苏数字经济规模已突破
5万亿元，占全国11.8%，成为全国数字经
济发展的领跑者。南京的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15.9%，
占比位列全省第一，加上业务收入超过
7000亿元的软件和信息服务集群，实力居
全国首位的新型电力（智能电网）装备集群
这两大集群，凭借传统制造业和软件服务
业的基础，南京大力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出到2025年，全市数字经济综合
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建成领先的数字
经济名城。

科技型制造演绎“中国优势”

就在上个月，一个好消息从南京集成电
路产业链“核心地带”传来：江北新区研创园
企业江苏超芯星半导体有限公司6英寸碳
化硅衬底顺利进入美国一流器件厂商。

半导体行业普遍认为，最有希望弯道
超车的领域就是技术差距较小的第三代半
导体。碳化硅正是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材
料，在高温、高压、高频、大功率条件下可实
现小型轻量、高效低耗，适用于高铁、新能
源汽车等领域。

走进超芯星一期厂房，车间里有万、
千、百级洁净室，及百余台碳化硅长晶、加
工、检测设备。一片碳化硅衬底的制成，需
要14道主要工序，每一道工序中还包括几
十道小工序。工程师与自动化设备默契

“配合”，产品生产与研发迭代并行。
有行业调研机构预估，2025年碳化硅

仅在电动车应用的市场规模就可达6.5亿美
元，未来5年年增长率将达到25％至30％。

“今年春节，我们一期产线全线贯通。
订单走出国门，订货量还在大批增长。今
后，我们希望继续在国内外打开市场，推动
进口替代。”江苏超芯星半导体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欣宇是海归博士，几年前带着创业
梦想归国，最终选择将20多年技术积累和
产业化经验落地南京，开启6-8英寸碳化

硅衬底的产业化与研发之路。
今年发布的南京市独角兽、培育独角

兽和瞪羚企业榜单显示，204家独角兽、培
育独角兽企业分布于18个行业，生物医
药、软件和信息服务、集成电路、数字科技、
高端装备等行业企业数量最为集中。

今年1—5月，南京市规模以上服务业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916.55亿元，同比增长
4.5%，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
入增长11.6%。南京上半年高新技术产业
投资增长12%，上半年新研机构及孵化引
进企业营收达227亿元。这是南京科技创
新资源释放的优势。

8月19日上午，位于江宁开发区江苏
软件园的拓攻（南京）机器人有限公司一楼
大厅，几十台大型农业植保无人机排列整
齐，有的已装箱贴标，有的还在做最后的调
校测试。“现在我们每天都在出货，要把耽
误的订单都补回来。”公司CEO张羽说。

今年上半年，拓攻受疫情影响不小，公
司一半人被拉去隔离，供应链、物流和推广
都处于半停滞状态。这期间正值年后各地
春播春种，正是出货和作业高峰期。进入5
月，公司业务恢复正常，很快回血，上半年
销售业绩仍有50%增长。张羽认为，逆风
而上的原因之一，在于所选赛道本身就在
高速增长。

2016年被不少业界人士称为“飞防元
年”，当年，大疆进军植保无人机市场，多地
推出植保无人机购置补贴。五年后，植保
无人机变成农户常见常用的新型生产工
具。行业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植保无人
机行业保有量达11万台，全年作业面积突
破10亿亩次。

于2018年成立的拓攻迅速找到农用
市场方向，以每年至少一款的速度推出新
产品，并大胆走向国际市场，实现1/3产品
销往东南亚。

张羽认为，对科创型企业来说，许多产
品都是从无到有的首创，企业保有生命力和
活跃度的关键，就在于更新换代，持续有新
亮点。尽管刚摆脱疫情困扰，拓攻依然没喘
口气，企业正抓紧筹备“一件大事”——今年
10月的新品发布会。届时，一款更加自主
和智能的植保无人机将与经销商和农户见
面，“不光能撒药了，还能撒肥”。

“过去载重只有10公斤的手动款，要
卖10万元以上。现在载重达到30公斤了，
可以自动作业，是‘傻瓜式’无人机，售价反
而降了一半。”

性能上去，价格下来，广阔的发展预
期，帮助企业赢得软银赛富基金、达泰资
本、DCM、华泰紫金等资本机构的信任票，
拓攻至今累计获得4笔、总计3亿元融资。

去年年底，超芯星也顺利完成数亿元
A+轮融资，前不久还入选了“2022年度南
京市培育独角兽企业”。眼下，超芯星正有
序交货及稳步扩产，计划将6-8英寸碳化
硅衬底的年产量提升至150万片，这家成
立仅3年的初创企业有望一下跃升产值过
亿的优质企业。

同样，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菲特晶
（南京）电子有限公司，是全球唯一能稳定
供应超高频石英芯片的企业，业绩呈爆发
式增长态势。

无人机、芯片等行业也在洗牌。随着
热门赛道的入局者增多，竞争愈发激烈，疫
情期间，企业被淘汰的比例在增加。上述
在热门赛道保持领先之势的企业有一个共
同之处，即它们都是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
先进制造型企业，具备集成资源，快速实现
产品量产的能力。

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阴云下，科技
型制造业，成为展现中国
优势的亮眼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