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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研发新材料，为载人航天、

探月工程、国产大飞机等提供保障；

打造世界一流水准的新材料产业集

群，生产 123米长的风电叶片、0.12毫
米厚的触控玻璃等“世界之最”……

作为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建材产

业集团和我国无机非金属新材料领域

的“国家队”，中国建材集团加快培育

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创新驱动打造“国

之大材”，助力我国建设具有先进性、

完整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大创新基础研发，
塑造新动能新优势

将高纯度氮化硅粉末压制成陶坯，

再经过2000个大气压的高压和2000摄
氏度高温的锻造……新一批氮化硅陶

瓷球在中国建材集团高性能氮化硅陶

瓷生产线工厂出炉，其硬度仅次于金刚

石，重量只有同体积钢材的40％。

“用它们制成的陶瓷轴承，转速每

分钟可达60万转，耐高温1200摄氏度，

还有自润滑等特性。”中材高新氮化物

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峰说，氮化硅陶

瓷球可广泛应用于航天发动机、月球

车、风力发电机、电动汽车等方面。

材料是制造业的基础。我国在

材料研发领域曾面临起步晚、无经验

可借鉴、关键核心材料技术被西方封

锁的困境。

厚积薄发、后来居上，中国建材

集团高度重视“从 0到 1”的基础科研

创新突破，不断加大基础研发投入强

度，围绕原创性引领性技术供给、提

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加强保障机制建

设等方面持续发力。

2016年至 2023年，中国建材集团

在研发经费投入上年均达 100亿元以

上，复合增长率达到 12.3％。近两年，

新增核心发明专利 307项，成功攻克大

飞机碳纤维复材、大尺寸红外光学材

料、高效发电玻璃等一批“卡脖子”技

术，众多新材料应用于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等“大国重器”。

在基础建材领域，自主研发第二

代新型干法水泥智能化技术和装备，

研发低热水泥、油井水泥、核电水泥

等 8 大类 110 余种特种水泥。同时，

发挥基础建材和“双碳”技术等领域

领先优势，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实

现从“技术领先”向“标准领先”转变。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

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核心要素。”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周

育先说，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要开

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

势，从根本上说，要依靠科技创新。

加快创新成果转化，
打造现代化材料产业体系
一束筷子粗的 SYT65（T1000级）

碳纤维，足以拉动两架 C919 国产大

飞机。世界上具备碳纤维研发和规

模化生产能力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

便是其中之一。

2023年，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中复

神鹰建设的全球单体最大、年产 2.5
万吨高性能碳纤维项目在西宁全面

投产。目前，中复神鹰连云港总部已

实现T1100级碳纤维的成功制备。

十年磨一剑，为打破海外封锁，中

复神鹰开启碳纤维自主研发，走出了原

材料企业攻克核心技术、下游各类生产

企业拿着新材料做新产品的“一家创新”

带动“N家更新”的成果转化应用模式。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是连接科研

和生产的重要桥梁，是培育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核心环节，也是实现从技术创新

到产业创新的必过关卡。”周育先说。

从实验室原始创新，到加速成果

转化、促成“揭榜挂帅”、建立新材料

产业高端装备体系……中国建材集

团推动科研与生产协同创新，让创新

活动“产出”形成“几何效应”。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

中国建材集团坚持以科技创新带动

产业创新，推动高性能碳纤维、锂电

池隔膜、耐火材料、先进陶瓷、发电玻

璃、人工晶体等一批高水平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为产业成果，支撑形成

10 亿元级别—50 亿元级别—

100 亿元级别梯次布局的新材

料产业体系。

推动绿色转型，
促进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年产 400 万吨、坐落

在山坳中的中国建材山

亚南方水泥，没有尘土

飞扬、整个厂区被植

被装点得像花园，一

改水泥行业高污染的刻板印象。

以水泥为代表的基础建材是中

国建材集团的压舱石业务。当前，中

国建材集团在基础建材的碳排放领

域持续发力，加大节能技改力度，增

加新能源使用比例。

数智化应用和低碳技术落地，

为传统水泥行业点燃绿色发展新

引擎。 2023 年，中国建材新型低碳

水泥熟料一次烧成技术实现碳减

排 25％。此外，中国建材集团全力

打造“数字中国建材”，建成以泰安

中联为代表的 20 条水泥智能化示

范线。

一手抓基础建材产业转型升级，

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中国

建材集团“创”在基础建材领域，“闯”

在新材料无人区。

——“先行区”探路，发起设立

150亿元新材料产业基金，前瞻布局半

导体大硅片、光伏、光刻胶等新赛道；

——聚焦新材料产业发展趋势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前

景，提前布局储氢气瓶、柔性玻璃、发

电玻璃等新能源产业应用材料的研发

和生产。

周育先说，中国建材集团要着力

以科技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以产业

创新增强核心功能，加快从传统建材

领域向新材料产业转型，更好发挥科

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助

力建设具有先进性、完整性、安全性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新华社北京 6 月 24 日电
（记者 陈炜伟）发展新质生产

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

究院院长黄汉权在新华社 24
日推出的“中国经济圆桌会”大

型全媒体访谈节目上说，各地

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过程中，要着力避免认识上的

三个误区。

黄汉权分析，第一个误区

是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领

域，但是传统产业也是形成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传统产

业利用新技术、前沿技术，特别

是颠覆性技术进行改造升级也

能够形成新质生产力。传统产

业是基本盘，忽视传统产业可

能会造成产业断档。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发展新

质生产力只能在科技创新集中

的地区。黄汉权认为，虽然这

些地区人才集中，科技成果丰

富，但并不意味着欠发达地区

就没有机会。中西部地区有科

研基础，也有高校和人才，在某

些领域是有比较优势的，可以

因地制宜根据产业禀赋有针对

性、指导性地发展新质生产力。

第三个误区是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

仅仅是依靠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

创新起主导作用，这背后包括两个方面的

创新，一个是科技创新，一个是管理和制

度创新。如果没有管理和制度创新，科技

创新也很难取得突破，所以在发展新质生

产力过程中，除了强调科技创新，也要重

视管理和制度创新。

在黄汉权看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既

要避免上述三个误区的认识“窄化”，也要

避免认识的“泛化”，不能把什么事情、什

么工作都往新质生产力上靠，好像新质生

产力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他说，如果是通过制度创新带来的技

术创新，或者通过制度创新把先进技术引

进来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

业、布局未来产业，就可以认为是发展新

质生产力。

黄汉权认为，各地要因地制宜，发挥自

身比较优势、独特优势，打造地标产业，或

者优势特色产业，在区域内通过资源要素、

科技、人才、企业的汇聚，把相关产业打造

成周边、全国乃至世界上最有竞争力和最

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形成优质的产业生态。

新华社北京6月 24日电 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部门制定的《关于打造消费

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24日
对外发布，提出了6个方面重点任务。

培育餐饮消费新场景方面，文件提

出，加快制定完善预制菜、乳制品产业

相关标准。推进餐饮外卖点单和配送

智能化升级，鼓励根据历史订单、饮食

限制和偏好进行个性化推荐。

培育文旅体育消费新场景方面，

文件明确，提升入境旅游便利水平，持

续优化出入境政策措施，积极研究增

加过境免签政策国家数量。适当增加

主要客源国的入境航班频次。在地图

导航软件等应用中增加多语种服务，

优化打车服务。聚焦“食、住、行、游、

购、娱、医”等场景，确定重点场所及重

点商户名录，推动受理境外银行卡。

培育购物消费新场景方面，文件

提出，鼓励利用老旧厂房、城市公园、

草坪广场等开放空间打造创意市集、

露营休闲区。利用新技术拓展购物消

费体验，加强线上线下商品“同质”“同

标”建设。

培育大宗商品消费新场景方面，

文件明确，鼓励限购城市放宽车辆购

买限制，增发购车指标。通过中央财

政和地方政府联动，安排资金支持符

合条件的老旧汽车报废更新。稳步推

进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运营，打造高

阶智能驾驶新场景。以便利城乡居民

换新为重点，健全废旧家电回收体

系，推动家电以旧换新。

培育健康养老托育消费新场景方

面，文件提出，研究制定统一的居民电

子健康档案首页基本内容，便利居民

获得基本卫生健康服务。拓展银发消

费新场景。积极发展育幼消费。

培育社区消费新场景方面，文件

还提出，完善城市社区便民服务，因

地制宜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优化

农村社区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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