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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级产业如何炼成？
深耕产业链，打造“强磁场”

南昌高新区，70 多家 LED 企业在这里

“串珠成链”。“我们是全国唯一拥有 LED 全

产业链原创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区，

LED 芯片产能闯入全球前三，手机闪光灯

和移动照明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一。”南昌高

新区科经局工信科科长曾祥胜介绍。

“链”上发力，全面提升重点产业链自

主 可 控 能 力 ，是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根 本

要求。

新年伊始，江西兆驰晶显有限公司固

晶车间内，1500 台全自动固晶机满负荷运

转，生产线火力全开。“Mini LED 新一代显

示模组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我们有信心在 5
年内营业收入突破 100 亿元。”该公司副总

经理杨长方底气十足。

兆驰晶显的底气，来源于企业核心技

术和精湛工艺，也来源于南昌高新区“从沙

子到整机”的LED全产业链布局。

兆驰晶显的原材料就来自一路之隔的

江西兆驰半导体有限公司。2017 年，为锻

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长板，南昌高新区

与来自深圳的兆驰半导体“牵手”成功。“公

司落地南昌后，成长为 LED 芯片产业的行

业龙头，吸引了数十家上下游企业入驻。”

兆驰半导体总裁办经理王蓉说。

“扬长”的同时不忘“补短”。LED 芯片

生产中的核心设备 MOCVD 曾经主要依赖

进口，供应长期受制于人，面对上游关键环

节缺失，南昌高新区想方设法引进国产头

部设备制造商中微半导体，打造 MOCVD
设备生产基地。高端装备“卡脖子”难题得

到 破 解 ，一 条 完 整 的 LED 产 业 链 也 闭 合

成环。

水大鱼多，水大鱼大。如今，这条产业

链集聚了兆驰晶显、中微半导体、晶能光电

等一批行业翘楚。通过打造“搬不走、压不

垮、拆不散”的产业集群，不断提升集聚度

的电子信息产业也牢牢撑起南昌高新区高

质量发展的“骨架”。“去年 1 至 11 月，电子

信 息 产 业 营 收 达 148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3.6%，助力我们站稳国家级高新区‘第一方

阵’。”曾祥胜说。

蓄能聚力时，产业链吸引上下游，强如

磁场；经风历雨时，稳固的产业链展现强大

的承压能力，畅通经济循环、守住基本盘。

在京九（江西）电子信息产业带，深耕产业

链已经成为行业共识。

以南昌为核心，打造半导体照明和智

能终端产业集聚区；以吉安为核心，打造通

讯终端及传输设备和电子元器件产业集聚

区；以九江、赣州为节点，打造新型电子器

材及印制电路板产业集聚区……一张聚链

成群的电子信息产业版图日益清晰。

这张版图之下，企业“众木成林”。既

有百亿元、50亿元等龙头企业“顶天立地”

引领，也有细分领域骨干企业

“枝繁叶茂”支撑，

还有供

应链配套中小企业“铺天盖地”协同，形成

了我省“芯光屏板链智网”全产业链协同发

力的生动局面。

“链”上持续发力，产业步步生花。目

前我省计算机、手机产量均位居全国前五，

LED 芯片制造产能位居全国前三；印制电

路板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本地配套率达

85%；虚拟现实、汽车电子、集成电路领域新

质生产力正加速培育壮大。

“在新一轮产业变革浪潮中，区域竞争

越来越由产业竞争转向产业链竞争。”省社

科院二级研究员麻智辉坦言，产业多集中

在加工组装环节、产品附加值不高，是我省

电子信息产业“成长的烦恼”，“培育高能级

产业链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副校长吴志远刚完

成一项关于电子信息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的

课题。他在调研中发现，我省相当一部分

龙头企业的贴牌和代工业务在其营收中占

比较高，“从代工到自主研发，从模仿到创

新，从低端到高端，这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

力必须走的路”。

“我们将强化智能终端对全产业链的

拉动作用，提升电子元器件等配套环节的

辐射带动能力，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

业链向中高端攀升。”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

子信息处处长聂云霞介绍，去年我省专门

出台《江西省大力培育电子装备制造产业

行动计划（2024—2026 年）》，增强电子装备

制造对电子信息产业的支撑能力，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

江 西 电 子 信 息 产 业 要 长 出 更 多“ 肌

肉”，加强锻“链”是不二选择。

万亿级台阶如何站稳？
围绕产业链，构筑“生态圈”

万亿级产业，不仅是规模的增长，背后

更是创新的裂变式增长。创新链与产业链

深度融合，是实现生产力跃迁的必由之路。

位于井冈山经开区的吉安市木林森实

业有限公司，是 LED 行业龙头企业木林森

集团投资最大的生产基地，其核心产品小

功率灯珠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第一。

“我们的灯珠尺寸越做越小，工艺越来

越复杂，每颗灯珠的亮度、电流、电压参数

情况都需要高精度、高速度检测，传统检测

方法难以满足现在成百上千颗整板灯珠的

检测需求。”公司总经理助理肖武军直言，

这一度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

就在企业一筹莫展之时，“邻居”吉安

市电子信息研究院通过“揭榜挂帅”，帮助

他们攻克了“巨量分选”的关键技术，检测

速度一举提升了 5至 10倍。

“科创强最终的落脚点是产业强。”电

子信息研究院副院长叶旺平介绍，他们先

后引进了湖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北京邮

电大学等高校的院士、专家团队，构建人工

智能、集成电路与通讯传输等八大重点技

术 研 发 板 块 ，服 务 企 业 科 技 创 新 项 目 100
余项。

电子信息研究院方便企业“找专家、找

技术”，电子信息产业联盟帮助

企 业“ 找 朋 友 、找 圈

子”，电子

信息产品检验检测中心助力企业科研创新、

提质增效，“三驾马车”并驾齐驱，拉动吉安的

首位产业跑出“加速度”，“2024年全市电子信

息产业营业收入预计可达2000亿元”。

在优质产业与先进技术之间画上一个

乘号，激发两者的乘数效应，是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关键所在。

而这个乘号，归根结底是产业生态。产

业发展越高端化，越需要全生命周期保驾

护航。

建立第一个国家级硅基 LED 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建设通讯终端产业技术研究院、

南昌国家虚拟现实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持

续打造集研发、孵化、产业化于一体的创新

生态……

如 果 说 高 能 级 科 创 平 台 是 激 发 创 新

“裂变”的坚实底座，那么，“智改数转”就是

塑造产业新优势的重要动能。

在吉安生益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80 多台智能仓储运输车、100 多台机械手臂

各司其职、高速运转。“通过‘智改数转’，我

们的生产效率提升 10%，产品交货周期缩短

15%，全流程可实现 100%追溯。”公司智能

制造负责人黄兴芽介绍。

“ 让 数 据 要 素 动 起 来 、用 起 来 、活 起

来”。2024 年，我省专门出台 11 条措施真金

白银支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截至目前，

全省 2442 家电子信息企业开展了数字化改

造工作，其中 1944家完成了入企诊断。

让创新活力喷薄而出，还必须过人才

关。招引技能人才、留住技能人才，是一场

关乎产业未来的大考。

近年来，我省不断推出人才引进计划，

先后吸纳 40 余万名电子信息行业人才来赣

就业。但在采访中，仍有不少企业吐露心

声：招人难，人难留。吉安电子信息产业联

盟秘书处执行秘书长衣铭锐告诉记者：“现

在一些年轻人更偏爱灵活就业方式，不愿

走进工厂，在市县一级受生活配套等影响，

想要留住人才更是难上加难。”

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灌溉。

我省建有千亿级工业发展引导基金、

百亿级电子信息产业专项基金，但中小企

业融资难仍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吴志远告

诉 记 者 ，有 的 地 方 推 出 了“LED 产 业 信 贷

通”，但银行对企业资产情况有较高要求，

中小企业难以达到。“在上海等一些发达地

区，科创型中小企业凭借知识产权也能获

得银行授信，希望我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的步伐能迈得更大一些。”

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深度融合，站上万亿级台阶的江西电子信

息产业，才有实力和后劲向着更高处攀登。

万亿级产业如何开启未来？
把握细分赛道，抢占发展先机

未来产业决定产业未来。

在裸眼 3D 技术和设备的加持下，一睹

古 代 文 物 的 风 采 ；在 AR/VR 虚 拟 游 戏 空

间，体验沉浸式游玩的乐趣；在数字化工厂

的大屏前，高效监控生产车间乃至整个工

厂 的 运 行 …… 互 联 网 时 代 ，显 示 无 处 不

在。2024 年，我国新型显示行业全年产值

规模超过 7400 亿元，增速接

近 16%。

“未来显示是我省电子

信息产业向未来衍生的重要

方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

组书记、厅长应炯表示，依托

我省万亿级的电子信息产业，

布局培育未来显示产业，既切合

我省产业发展基础和发展趋势，

也符合国家未来产业发展导向。

一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在

于赶上和抓住风口，更在于“在正确的地

方打最深的井”。

“半导体显示技术目前发展到了第三

代 Micro LED 显示技术，也就是通常说的

未来显示。”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易伟华认为，根据市场空间测算，从十

年至二十年维度看，LEC 加 Mini LED 背光

显示和 Micro LED 直显两个领域叠加，极

有 可 能 生 长 出 一 个 5000 亿 元 以 上 规 模 的

市场。

只有立于技术高地，才能在风口来临

之时，抓住机遇乘风而上。

作为拥有自主创新硅衬底 LED 技术的

生产企业，晶能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在全球

率先将其大规模产业化。“我们正在加大力

度开发硅衬底 Micro LED 技术，将应用于

AR 眼镜、大屏显示、万级像素的矩阵式车

灯，这是企业进入未来显示产业的前瞻性

布 局 。”晶 能 光 电 战 略 发 展 部 副 总 监 王 琼

介绍。

从想象力到生产力，应用场景的牵引

作用十分重要。

在吉安市电子信息研究院北京邮电大

学实验室内，摆放着一款裸眼 3D 相框。只

需要通过软件将普通二维照片导入相框，

短短几秒钟，就能显示三维立体效果。“它

不仅是一款文创产品，能丰富文旅市场，还

能用作商业显示。”叶旺平说，目前产品已

基本成型，预计今年初就能投放市场。

“未来显示产业不能一味‘低头前行’，

而应‘左顾右盼’，推进跨界融合。”采访中

有专业人士提出，与显示产业相距甚远的

汽 车 行 业 ，现 在 都 成 为 显 示 屏 的“ 需 求 大

户”，未来智能座舱是新趋势，“我们要努力

构建‘新技术突破—新场景应用—新赛道

爆发’的产业生态”。

南昌出台未来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加

快 Micro LED 显示关键技术突破并实现产

业化；吉安依托吉安木林森延伸产业上下

游，计划引进一批显示企业；赣州围绕新型

显示模组、印制电路板、电子元器件及智能

终端等，招揽一批行业龙头企业；上饶经开

区形成以光电镜头模组、XR 穿戴设备、医

疗影像系统、智慧显示终端、数据中心等五

大领域为架构的未来显示产业格局……

把握当下，竞逐未来，未来显示的发展

画卷正在赣鄱大地徐徐铺展，江西电子信

息产业正开启值得期待的崭新

未来。

万亿级产业逐浪潮头
——来自我省电子信息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观察和思考

本报全媒体记者 余 霞 陈 晖

有人才，才有未来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副校长 吴志远

新质生产力作为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

生产力质态，其发展离不开一大批拔尖创新人

才。当前，我省电子信息产业依然面临人才缺

乏问题，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优势和电子

信息产业蓬勃发展态势，对我省人才有一定的

“虹吸效应”。我们要开拓思路寻求破解之道。

比如，可以柔性引进人才。在周边省份

“ 双 一 流 ”建 设 高 校 密 集 城 市 建 设“ 人 才 飞

地”，如武汉、广州等地，实现高端人才“工作

生活在飞地、服务贡献在江西”的模式。可以

与周边地区建立合作联盟，共享人才资源、科

研成果，促进跨区域人才流动和合作。可以

在企业或创新平台设立博士后工作站，吸引

电子信息产业创新人才为企业服务。最关键

的，还是要提高江西的吸引力。通过改善基

础设施、医疗、教育条件和工作环境，完善人

才奖励政策，吸引优秀人才在江西生活和工

作。同时，通过建设研究院、技术中心等创新

平台，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创业和研发环境。

依据《江西省未来产业培育发展行动方

案（2024—2026 年）》，我 省 未 来 显 示 的 布 局

是：以南昌 、吉安等地为重点，依托京九（江

西）电子信息产业带，发挥我省在电子、光学

领域的技术研发优势，重点发展新型光电相

关关键材料、功能性器件及材料、智能制造技

术及设备等，推动硅衬底 LED 半导体照明、玻

璃基板等新型电子元器件产业高端化发展，

加快光学元件在新型显示上的应用，强化元

宇宙领域硬件支撑。

一个小小的传感器，可以赋能万物，感知大千世界；一枚晶莹的

半导体，可以转换光电，导向无尽未来……

电子信息产业，是当前全球创新最活跃、渗透力最强、带动面最广、

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2022年，1.03万亿元；2023年，1.08万亿元；2024年，预计可超1.16万亿元……

近年来，江西电子信息产业异军突起，营业收入连续三年站稳万亿级台阶，已

成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版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江西何以能？在电子信息产业这条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赛道上，尤其是在智

能终端、未来显示等细分领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的背景下，江西如何勇立潮头逐浪前

行？近日，记者深入企业、园区、科研机构，从中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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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吉水工业园区的江西景旺精密电路有位于吉水工业园区的江西景旺精密电路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内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

高速运转高速运转，，工人在岗位上有序忙碌工人在岗位上有序忙碌。。

本报全媒体记者本报全媒体记者 史港泽摄史港泽摄

▲▲在江西兆驰晶显有限公司，生产线

上的全自动固晶机正开足马力运行。

本报全媒体记者 朱兆恺摄

在南昌高新区江西兆驰半导体有在南昌高新区江西兆驰半导体有

限公司限公司LEDLED外延芯片生产线上外延芯片生产线上，，工人身工人身

着防尘服着防尘服操控设备操控设备。。

本报全媒体记者本报全媒体记者 史港泽摄史港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