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锻造新质生产力 冲刺“新能源之都”

———“万亿之城”常州开新局

本报记者 彭勇 孟培嘉

站高山之巅，方见大河奔涌；立群峰之上，更觉长风浩荡。

中国城市之间的竞逐从来就是万马奔腾，你追我赶；就是龙争虎斗，不曾止息。 这其中的此消彼长、升降变化隐藏着新的发展气象和时代信息。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城市更是。

江苏常州，大名鼎鼎的苏锡常板块中经济体量最小的城市，一度被调侃为“小透明”，却在2024年伊始惊艳全国：逆势崛起，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成为新晋全国“万亿俱乐部”城市；睥睨群雄，宣布要冲刺“新能源之都”，实现“两个超万亿”，即到2025年产业规模超万亿元、资本市场新能源常州板块市值超万亿元。

常州做对了什么？ 打造“新能源之都”，底气何在？ 它的崛起是偶然，还是必然，折射出何种信号？ 带着疑问和好奇，中国证券报记者赶赴常州，采访地方政府、上市公司和专家学者，试图探寻常州高质量发展的密码。

“万亿之城”呼啸而至

当今中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新能源如同浩荡春风在广袤大地上纵横驰骋，它决定企业的兴衰成败，重塑产业格局，也改写着城市之间的实力对比。

一座城市拥有更多的新能源元素 ，就占据更好的风口，就能成为经济排位赛中的“黑马”，一骑绝尘。 而常州，浑身上下都闪耀着新能源的光芒 。

生产线上机器轰鸣，一排排机械手上下挥舞，自动运输小车来回穿梭，车门 、中控台 、座椅快速组装，一辆崭新的汽车便从机器人手中诞生……走进比亚迪常州基地，整齐划一、热闹繁忙的景象令人震撼。 常州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常州基地一分钟就有一辆新车下线，去年产量达到30万辆。

不远处的理想常州基地同样开足马力生产，冲压 、焊接车间自动化率近100%，数百台工业机器人的运用大规模替代人力，一块块钢板通过冲压 、焊装、涂装、总装等工艺，神奇地变成了一辆辆新车 ，去年有 37.6万辆理想从此奔赴全国。

比亚迪是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冠，理想是国产新势力的老大，得其一即可叱咤风云 ，多少城市梦寐以求，常州却兼而得之。

“双星闪耀 ”的梦幻场景使得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常州工业最亮眼的存在。 据统计 ，常州2023年新能源整车产量近68万辆 ，居江苏省第一，占全国的 7.1%。

新能源汽车的强大是常州新能源产业勃兴的缩影。 常州市发改委主任李磊说，多年来，常州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延链聚合 、聚链成群，踏准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风口，并由此乘势而上，在发、储、送、用 、网等新能源各个环节发力，培育一批细分领域龙头企业与代表项目。 2023年，常州新能源产业融合集群入选首批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试点，规上企业完成产值超7680亿元，增长15%。

光伏发电领域，常州市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 天合光能屡屡刷新电池产品能量转化效率纪录，亚玛顿引领光伏玻璃持续减薄，斯威克光伏胶膜产品不断出新……常州基本覆盖了除上游硅料环节的全部产业链制造环节。

储能领域 ，全球排名前十的动力电池企业中有三家落户常州，常州产动力电池销量约占全国销量的19%。 宁德时代2016年在常州落地建厂 ，近期成功入选“灯塔工厂 ”，中创新航成为港股动力电池“第一股”，蜂巢能源蓄势待发，贝特瑞 、科达利 、恩捷股份等一批关键环节企业布局生根 ，围绕电池材料 、电池单体、电池系统及研发检测等一整条产业链的完整度达97%。

输送领域 ，常州变压器产业历史悠久，享有“世界变压器之都”的称号，变压器产品结构覆盖各式型号，高电压大容量变压器技术不断攻坚突破；上上电缆绝缘线缆产品销量领先；安靠智电GIL入选工信部第七批单项冠军企业（产品），解决城市地下高电压、大容量输电问题，成为大国重器。

应用环节 ，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主 ，拥有以理想、比亚迪为龙头的新能源整车生产企业。 2023年，新能源整车完成产值1400亿元，同比增长126.6%。 充电设施方面，万帮数字能源（星星充电）是充电网络规模方面的头部设施运营商之一，平台接入充电桩终端数超过53万，覆盖全国300多个城市和地区。

狂飙突进的新能源产业驱动常州的高质量发展驶入快车道。 2013年常州GDP仅为 4360亿元，2023年达到10116亿元，10年间翻了一倍多。 这也使得常州成为全国人口最少、地域面积较小的“万亿之城”，实现了“小桌子唱大戏”。

千年之城脱胎换骨

地处江苏南部的常州，是长三角地区中心城市之一，北携长江，南衔太湖，与上海、南京等距相望，与苏州、无锡联袂成片，自古就是江南繁华地，建邑史超过2500年。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常州采访，时常感到厚重的历史、温润的文化，与求新求变的发展决心相互激荡，凝聚成不可遏制的磅礴之力，驱动着这座千年之城脱胎换骨。

———常州的厚积薄发，离不开对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视和执着。

从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到乡镇经济“苏南模式”发源地，常州的突出特点就是始终重视实体经济，矢志做大做强制造业。 可以说，制造业是这座城市的最亮特色、最大优势、最强竞争力 。

这份执着也让常州攒下了厚实的家底。 常州拥有国内同类城市中最完备的产业体系，国家工业41个大类中常州有 37个，207个中类中有191个，666个小类中有606个。 拥有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和汽车核心零部件、新材料等十大先进制造业集群。 相关统计显示 ，在中国制造业单项冠军排行榜上，常州以32家的数量列全国地级市第一。

工业门类齐全，产业结构完整，让常州拥有了超强的配套能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链主”企业落户，它们的到来又带动下游企业闻讯而来，“滚雪球”式的良性循环成为常州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底气。

常州新北区孟河镇，是中国汽摩配名镇，小小一个镇上拥有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 3000余家，12大类 5000多个品种的产品几乎涵盖全部汽车零部件，多年来为国内近百家整车生产商提供配套 。

从动力电池来看，常州拥有生产及配套企业160余家，涵盖电池材料、系统技术研发等31个关键环节，全国乃至全球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常州有30多家，产业规模超过1700亿元。

常州市工信局局长严德群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一旦产业上下游企业不断聚集而形成完整产业链条，便有着“拆不散、搬不走、压不垮”的特质。 常州的新能源产业集群已经成片成势，产业生态逐渐形成。

———常州的快速崛起，离不开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

相比苏州外资企业多、无锡部属企业较多 ，常州则以民营企业为主 。 常州拥有80多万家市场主体、6万多家工业企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中小企业，这些量大面广的“经济细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新，给点阳光就灿烂，很多企业往往是“不做则已 ，一做必优 ”，成为各个行业的隐形冠军。

据统计，常州拥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66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926家。 星级上云企业达 1800家，省级智能制造示范车间达238个。

如果说这些市场主体和工业企业是星辰大海，充满了无限的活力和生机 ，那么有为政府就是领航定向的罗盘、满蓄动力的风帆，在关键之处干劲十足、游刃有余。

定方向。 常州制造业门类全、底蕴深 ，但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也始终在寻求战略性 、引领性 、支柱性产业的突破。 2009年，常州提出振兴五大产业行动计划 ，开始引导新能源产业发展，2013年实施“工业经济三位一体转型战略 ”，新能源产业高速发展，2022年首次提出建设“新能源之都”目标 ，自此新能源在常州如“红日初升 ，其道大光”。

谋创新。 民营中小企业优点是活力足，痛点往往是科技创新。 面对科教和人才资源稀缺的“短板”，自2006年开始，常州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科技长征”，连续18年每年由市领导带队 ，南征北战 ，广撒“英雄帖”，走进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大等50多家高校院所 ，累计建设省级新型研发机构38家；同时，大力实施“532”发展战略 ，成立新能源汽车研究院 、常州科教城、中以常州创新园、“两湖”创新区等，集聚全球创新资源，为产业不断注入“活力因子”。

优服务。 2016年，汽车之家创始人李想带着创业梦想来到常州武进区，为理想汽车寻找生产基地。 武进高新区提出“招投结合”的创新模式 ，双方一拍即合 ，携手开启“光辉岁月”；2015年，常州从洛阳引进动力电池企业中航锂电（后改名中创新航），当时企业经营困难，但当地经研究后给企业注资，最后“起死回生”，动力电池产量全国第三 ，仅次于宁德时代、比亚迪 ；为给企业排忧解难，常州发起“滴滴抢单式”服务，在由市领导、局委办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参加的500人微信大群里，一旦企业提出需求 ，晚上12点也会得到政府部门的第一时间响应。

———常州的突飞猛进，离不开对于资本的驾驭和善用。

作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枢纽，资本市场具有发现培育创新型企业、促进创新资本形成、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等功能，对于创新驱动至关重要。 一个企业、一个地方善用资本市场，如同鸟生双翼 ，呼啸生风，千里可至。

走进中创新航，中国证券报记者立即被眼前的智能化生产线所吸引。 中控大屏实时发布着数据指令，传动带、机械臂等相互配合，一片薄如蝉翼的电芯，很快就变成了业界“顶流”电池组。

“资本的赋能让企业有了更多资源去创新。 ”中创新航董事长刘静瑜说，公司建设有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等科研平台，每年都会推出全球独创 、全球首创的技术和产品 。 比如OS产品 ，能量密度达到了业内顶尖水平 ，10-20分钟内即可为一辆车充满电，支持1000公里的续航 。

2022年10月，中创新航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募集资金98.6亿港元，为当年港股第三大 IPO募资项目 。 目前，中创新航动力电池装机量位列全球第六位 。 刘静瑜表示，中创新航将在资本市场的加持下，通过创新驱动追求极致性能与极致成本，力争进入全球前三。

常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常州深入实施企业股改上市“龙腾行动计划 ”，不断优化股改上市服务体系，全力提升上市公司发展质量，持续推动资本市场“常州板块”扩容提质。

据统计，截至今年 2月，常州上市公司已达97家，其中A股上市公司家数位居全国第16位，连续多年位列江苏省第一方阵。 后备力量方面，常州“龙腾行动计划 ”上市后备企业扩容至608家，其中独角兽企业 4家、潜在独角兽 26家、瞪羚企业31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07家。

“市委提出建设新能源之都的目标，专门提到新能源常州板块市值要超万亿，可见常州对资本市场的高度重视。 ”该负责人说，为实现这一目标，常州将加速推动后备企业上市。 未来常州将迎来源源不断的“新能源军团”后备军，至2025年，常州预计将新增新能源行业上市公司20家，市值预计超3000亿元，中瑞电子、永臻科技已注册生效、即将完成发行，常友科技、泽润新能等已通过交易所审核。

辩证之间品“常”

GDP过万亿，是一座城市综合实力的体现、能级地位的标志。 这是常州在城市排位赛的一场重大胜利，折射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也凸显出布局新质生产力是当务之急。 细细品味常州的发展之路 ，可以在辩证思维的观照下获得不少启示。

——— 持 “平 常 心 ” 做 “非 常 事 ” ， 考 验 定 力 。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常州采访，振奋于建设“新能源之都”的宏伟蓝图，惊奇于企业创新的精彩绝伦，感叹于常州的敢想敢干，但最受触动的，却是常州低调务实、不急不躁、久久为功的“平常心”。

位于常州武进高新区的恒立液压在资本市场是个传奇，曾经在2017年 -2021年，4年悄无声息地暴涨15倍 ，涨幅力压贵州茅台。 但与聚光灯下的茅台不同 ，恒立液压的上涨几乎从未引起过喧嚣，它既不涉足5G、芯片等热门概念，更不是大消费的核心资产。 从名字就能看出，恒立液压只是家普通的机械设备类公司，关于它的新闻少之又少。

在工程机械领域 ，占据成本约七成的液压件被视为“芯片 ”，一句“得液压件得天下”足以佐证液压件行业的特点———高技术壁垒、高盈利、高资金投入 。 与诸多的制造型企业类似，恒立液压从小作坊起家，依靠技术创新和成本优势，一步步成长为行业龙头。 恒立液压 2022年财报显示，公司营收达到81亿元，给世界的挖掘机装上了“中国心脏”。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 。 恒立液压是常州持“平常心”做“非常事”的写照。 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化起伏 ，内心始终平静如常，但平静不意味着甘于平凡 ，相反常州提出“勇争一流 ,耻为二手 ”。 只是将“志存高远”化为“日拱一卒 ”，经年累月的努力之后 ，终于站在最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渴望的模样。

从近代民族工业发祥地，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个崛起”为“工业明星城市”，到九十年代成为“苏南模式”发源地之一，再到如今冲刺“新能源之都”，低调务实的常州始终立足实际、审时度势、主动引导产业发展，目光所及从未离开过实体经济。 这份定力 ，可叹可敬。

———从“寻常”到“超常”，依靠创新。

超常就是要超越寻常，达到非常和卓越。 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地方，实现快速发展，可以靠铺摊子 、上项目 、加投资，实现超常式的发展，只能依靠创新，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 对于创新，常州提出包容“十年不鸣”，静待“一鸣惊人 ”。

中简科技是常州的另一个传奇。 “求索不辞万般苦 ，铸我坚盾扬国威 ”，中简科技创始人、董事长杨永岗每次从车间走过时，都会在这条标语前驻足。 坚如磐石、韧如发丝的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看着不起眼 ，在手中掂量也不觉厚重 ，但却是航空航天 、风力发电、轨道交通等多个领域的关键核心材料，其核心制造技术、关键设备长期被日本、美国等国垄断 。

2008年，杨永岗舍弃高薪和出国机会，从中科院山西煤化所南下常州，带领20多位博士、硕士和工程专家落户常州，与民营资本共同出资组建中简科技，走上国产碳纤维产业化的探索之路 。 经过艰苦卓绝的技术攻关，中简科技率先实现 ZT7系列碳纤维稳定批量生产并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领域 ，解决了国家“卡脖子”的关键材料问题。 企业也成为该领域的领跑者，2019年登陆资本市场，实现了从一个元素到一个产业，从一根碳纤维到一个上市公司的飞跃。

2023年，常州位列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指数第17位 ，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38%，位列江苏第三。 常州市科技局副局长陆伟表示，未来常州将继续集聚创新资源，落实创新驱动，助推尖端产业从“无中生有”到“有中生优”再到“优中做强 ”。

———存“常乐”求“常新”，需要格局。

人 们 常 说 ， 知 足 者 常 乐 ， 不 知 足 者 常 新 。 事 实 上 ， 经 济 发 展 从 来 就 是 存 “常 乐 ” 求 “常 新 ” 。 经 济 有 起 落 ， 产 业 有 周 期 ， 没 有 永 远 红 火 的 产 业 ， 也 没 有 长 盛 不 衰 的 企 业 ， 要 发 展 经 济 ， 唯 有 不 断 寻 找 新 风 口 ， 布 局 新 质 生 产 力 。

2010 年 ， 两 位 英 国 科 学 家 从 石 墨 中 分 离 出 石 墨 烯 ， 因 此 共 同 获 诺 贝 尔 物 理 学 奖 。 石 墨 烯 ， 是 目 前 最 薄 、 强 度 最 大 、 导 电 导 热 性 能 最 强 的 新 型 碳 材 料 ， 被 称 为 “新 材 料 之 王 ” 。 第 二 年 ， 常 州 市 、 武 进 区 两 级 政 府 出 资 5000 万 元 ， 成 立 了 全 球 第 一 家 专 业 从 事 石 墨 烯 研 发 和 产 业 化 的 机 构 ——— 江 南 石 墨 烯 研 究 院 ， 在 全 国 率 先 布 局 石 墨 烯 研 究 。 同 年 ， 总 投 资 20 亿 元 的 石 墨 烯 科 技 产 业 园 在 常 州 西 太 湖 科 技 产 业 园 启 动 建 设 ， 开 启 了 常 州 石 墨 烯 产 业 化 之 路 。

合成生物主要是利用糖 、淀粉、纤维素、二氧化碳等为原料 ，进行化学品、药品 、食品、生物能源、生物材料等物质加工与合成。 合成生物学被誉为“第三次生物技术革命”，是 21世纪颠覆性前沿技术之一，已成为世界各国争先抢占布局的未来产业之一、国际竞争的主要焦点领域。

2023年11月，常州在江苏首次以市委市政府名义 ，发布促进合成生物产业发展专项政策措施，提出拟招引培育科技型企业150家以上，设立规模20亿元以上的市合成生物产业基金，计划到2027年，将常州打造成长三角一流的合成生物产业创新高地，常州合成生物产业产值超 1000亿元。

“一座城市和一个人一样 ，必须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有定位。 ”常州市委书记陈金虎说，常州作为工业底蕴深厚的制造业强市，紧扣“国际化智造名城、长三角中轴枢纽 ”城市定位，始终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保持发展定力和耐力 ，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蝶变升级、新兴产业裂变发展、未来产业前瞻布局。

潜龙在渊终出水 ，飞龙在天会有时 。 在长江常州段 ，滚滚江流之上，世界最大跨度斜拉桥———常泰长江大桥正在紧张施工。 江风呼啸 ，施工现场却争分夺秒、热火朝天 ，在工人们的精心浇筑下 ，常泰长江大桥犹如钢铁巨龙一般日生夜长，展现雄姿……

锻造新质生产力 冲刺“新能源之都”

———“万亿之城” 常州开新局

站高山之巅，方见大河奔涌；立群峰之上，更觉长风浩荡。

中国城市之间的竞逐从来就是万马奔腾，你追我赶；就是龙争虎斗，不曾止息。 这其中的此消彼长、升降

变化隐藏着新的发展气象和时代信息。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城市更是。

江苏常州，大名鼎鼎的苏锡常板块中经济体量最小的城市，一度被调侃为“小透明” ，却在2024年伊始

惊艳全国：逆势崛起，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成为新晋全国“万亿俱乐部” 城市；睥睨群雄，宣布要冲刺“新能

源之都” ，实现“两个超万亿” ，即到2025年产业规模超万亿元、资本市场新能源常州板块市值超万亿元。

常州做对了什么？ 打造“新能源之都” ，底气何在？ 它的崛起是偶然，还是必然，折射出何种信号？ 带着疑

问和好奇，中国证券报记者赶赴常州，采访地方政府、上市公司和专家学者，试图探寻常州高质量发展的密码。

● 本报记者 彭勇 孟培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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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之城” 呼啸而至

当今中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新能源

如同浩荡春风在广袤大地上纵横驰骋， 它决

定企业的兴衰成败，重塑产业格局，也改写着

城市之间的实力对比。

一座城市拥有更多的新能源元素， 就占

据更好的风口，就能成为经济排位赛中的“黑

马” ，一骑绝尘。而常州，浑身上下都闪耀着新

能源的光芒。

生产线上机器轰鸣， 一排排机械手上下

挥舞，自动运输小车来回穿梭，车门、中控台、

座椅快速组装， 一辆崭新的汽车便从机器人

手中诞生……走进比亚迪常州基地， 整齐划

一、热闹繁忙的景象令人震撼。 常州比亚迪汽

车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 常州基地一分钟

就有一辆新车下线，去年产量达到30万辆。

不远处的理想常州基地同样开足马力生

产，冲压、焊接车间自动化率近100%，数百台

工业机器人的运用大规模替代人力， 一块块

钢板通过冲压、焊装、涂装、总装等工艺，神奇

地变成了一辆辆新车，去年有37.6万辆理想汽

车从此奔赴全国。

比亚迪是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冠， 理想是

国产新势力的老大，得其一即可叱咤风云，多

少城市梦寐以求，常州却兼而得之。

“双星闪耀” 的梦幻场景使得新能源汽

车产业成为常州工业最亮眼的存在。 据统计，

常州2023年新能源整车产量近68万辆， 居江

苏省第一，占全国的7.1%。

新能源汽车的强大是常州新能源产业勃

兴的缩影。常州市发改委主任李磊说，多年来，

常州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延链聚合、 聚链成

群，踏准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风口，并由此乘

势而上，在发、储、送、用、网等新能源各个环节

发力， 培育一批细分领域龙头企业与代表项

目。 2023年，常州新能源产业融合集群入选首

批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试点，规

上企业完成产值超7680亿元，增长15%。

光伏发电领域，常州市产业规模居全国

前列。 天合光能屡屡刷新电池产品能量转化

效率纪录， 亚玛顿引领光伏玻璃持续减薄，

斯威克光伏胶膜产品不断出新……常州基

本覆盖了除上游硅料环节的全部产业链制

造环节。

储能领域， 全球排名前十的动力电池企

业中有三家落户常州， 常州产动力电池销量

约占全国销量的19%。 宁德时代2016年在常

州落地建厂，近期成功入选“灯塔工厂” ，中

创新航成为港股动力电池“第一股” ，蜂巢能

源蓄势待发，贝特瑞、科达利、恩捷股份等一

批关键环节企业布局生根，围绕电池材料、电

池单体、 电池系统及研发检测等一整条产业

链的完整度达97%。

输送领域，常州变压器产业历史悠久，享

有“世界变压器之都” 的称号，变压器产品结

构覆盖各式型号， 高电压大容量变压器技术

不断攻坚突破； 上上电缆绝缘线缆产品销量

领先；安靠智电GIL入选工信部第七批单项冠

军企业（产品），解决城市地下高电压、大容

量输电问题，成为大国重器。

应用环节，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主，拥有

以理想、 比亚迪为龙头的新能源整车生产企

业。 2023年，新能源整车完成产值1400亿元，

同比增长126.6%。充电设施方面，万帮数字能

源（星星充电）是充电网络规模方面的头部

设施运营商之一， 平台接入充电桩终端数超

过53万，覆盖全国300多个城市和地区。

狂飙突进的新能源产业驱动常州的高质

量发展驶入快车道。 2013年常州GDP仅为

4360亿元，2023年达到10116亿元，10年间翻

了一倍多。 这也使得常州成为全国人口最少、

地域面积较小的“万亿之城” ，实现了“小桌

子唱大戏” 。

千年之城脱胎换骨

地处江苏南部的常州， 是长三角地区中

心城市之一，北携长江，南衔太湖，与上海、南

京等距相望，与苏州、无锡联袂成片，自古就

是江南繁华地，建邑史超过2500年。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常州采访， 时常感到

厚重的历史、温润的文化，与求新求变的发展

决心相互激荡，凝聚成不可遏制的磅礴之力，

驱动着这座千年之城脱胎换骨。

———常州的厚积薄发， 离不开对于发展

实体经济的重视和执着。

从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到乡镇经济“苏

南模式” 发源地，常州的突出特点就是始终重

视实体经济，矢志做大做强制造业。 可以说，

制造业是这座城市的最亮特色、最大优势、最

强竞争力。

这份执着也让常州攒下了厚实的家底。

常州拥有国内同类城市中最完备的产业体

系， 国家工业41个大类中常州有37个，207个

中类中有191个，666个小类中有606个。 拥有

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汽车和汽车核心零部

件、新材料等十大先进制造业集群。 相关统计

显示，在中国制造业单项冠军排行榜上，常州

以32家的数量列全国地级市第一。

工业门类齐全，产业结构完整，让常州拥

有了超强的配套能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链

主” 企业落户，它们的到来又带动下游企业闻

讯而来，“滚雪球” 式的良性循环成为常州发

展的强大动力和底气。

常州新北区孟河镇，是中国汽摩配名镇，

小小一个镇上拥有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3000

余家，12大类5000多个品种的产品几乎涵盖

全部汽车零部件， 多年来为国内近百家整车

生产商提供配套。

从动力电池来看，常州拥有生产及配套企

业160余家，涵盖电池材料、系统技术研发等31

个关键环节，全国乃至全球细分领域的龙头企

业，常州有30多家，产业规模超过1700亿元。

常州市工信局局长严德群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 一旦产业上下游企业不断聚集而形

成完整产业链条，便有着“拆不散、搬不走、压

不垮” 的特质。常州的新能源产业集群已经成

片成势，产业生态逐渐形成。

———常州的快速崛起， 离不开有为政府

和有效市场的结合。

相比苏州外资企业多、 无锡部属企业较

多，常州则以民营企业为主。 常州拥有80多万

家市场主体、6万多家工业企业， 绝大部分是

民营中小企业，这些量大面广的“经济细胞”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新，给点阳光就灿烂，

很多企业往往是“不做则已，一做必优” ，成

为各个行业的隐形冠军。

据统计， 常州拥有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

人” 企业166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926

家。星级上云企业达1800家，省级智能制造示

范车间达238个。

如果说这些市场主体和工业企业是星辰

大海，充满了无限的活力和生机，那么有为政

府就是领航定向的罗盘、满蓄动力的风帆，在

关键之处干劲十足、游刃有余。

定方向。 常州制造业门类全、底蕴深，但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 也始

终在寻求战略性、 引领性、 支柱性产业的突

破。 2009年， 常州提出振兴五大产业行动计

划， 开始引导新能源产业发展，2013年实施

“工业经济三位一体转型战略” ，新能源产业

高速发展，2022年首次提出建设 “新能源之

都” 目标，自此新能源在常州如“红日初升，

其道大光” 。

谋创新。 民营中小企业优点是活力足，痛

点往往是科技创新。 面对科教和人才资源稀

缺的“短板” ，自2006年开始，常州发起了一

场轰轰烈烈的“科技长征” ，连续18年每年由

市领导带队，南征北战，广撒“英雄帖” ，走进

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大等50

多家高校院所， 累计建设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38家；同时，大力实施“532” 发展战略，成立

新能源汽车研究院、常州科教城、中以常州创

新园、“两湖” 创新区等，集聚全球创新资源，

为产业不断注入“活力因子” 。

优服务。 2016年，汽车之家创始人李想带

着创业梦想来到常州武进区， 为理想汽车寻

找生产基地。 武进高新区提出“招投结合” 的

创新模式， 双方一拍即合， 携手开启

“光辉岁月” ；2015年， 常州从洛阳引

进动力电池企业中航锂电（后改名中

创新航），当时企业经营困难，但当地

经研究后给企业注资，最后“起死回

生” ，动力电池产量全国第三，仅次于

宁德时代、 比亚迪； 为给企业排忧解

难，常州发起“滴滴抢单式” 服务，在

由市领导、局委办负责人、企业负责人

参加的500人微信大群里，一旦企业提

出需求， 晚上12点也会得到政府部门的第一

时间响应。

———常州的突飞猛进， 离不开对于资本

的驾驭和善用。

作为“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枢纽，资本市

场具有发现培育创新型企业、 促进创新资本

形成、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等功能，对于创新驱

动至关重要。 一个企业、一个地方善用资本市

场，如同鸟生双翼，呼啸生风，千里可至。

走进中创新航， 中国证券报记者立即被

眼前的智能化生产线所吸引。 中控大屏实时

发布着数据指令， 传动带、 机械臂等相互配

合，一片薄如蝉翼的电芯，很快就变成了业界

“顶流” 电池组。

“资本的赋能让企业有了更多资源去创

新。 ” 中创新航董事长刘静瑜说，公司建设有

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等科研平台， 每年

都会推出全球独创、全球首创的技术和产品。

比如OS产品， 能量密度达到了业内顶尖水

平，10-20分钟内即可为一辆车充满电，支持

1000公里的续航。

2022年10月， 中创新航在港交所挂牌上

市，募集资金98.6亿港元，为当年港股第三大

IPO募资项目。 目前，中创新航动力电池装机

量位列全球第六位。 刘静瑜表示，中创新航将

在资本市场的加持下， 通过创新驱动追求极

致性能与极致成本，力争进入全球前三。

常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近年来， 常州深入实施企业股改上市

“龙腾行动计划” ，不断优化股改上市服务体

系，全力提升上市公司发展质量，持续推动资

本市场“常州板块” 扩容提质。

据统计，截至今年2月，常州上市公司已

达97家， 其中A股上市公司家数位居全国第

16位，连续多年位列江苏省第一方阵。 后备力

量方面，常州“龙腾行动计划” 上市后备企业

扩容至608家，其中独角兽企业4家、潜在独角

兽26家、瞪羚企业31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 企业107家。

“市委提出建设新能源之都的目标，专门

提到新能源常州板块市值要超万亿，可见常州

对资本市场的高度重视。 ” 该负责人说，为实

现这一目标， 常州将加速推动后备企业上市。

未来常州将迎来源源不断的“新能源军团” 后

备军，至2025年，常州预计将新增新能源行业

上市公司20家，市值预计超3000亿元，中瑞电

子、永臻科技已注册生效、即将完成发行，常友

科技、泽润新能等已通过交易所审核。

辩证之间品“常”

GDP过万亿， 是一座城市综合实力的体

现、能级地位的标志。这是常州在城市排位赛

的一场重大胜利， 折射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动能，也凸显出布局新质生产力是当务之急。

细细品味常州的发展之路， 可以在辩证思维

的观照下获得不少启示。

———持“平常心” 做“非常事” ，考验

定力。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常州采访， 振奋于建

设“新能源之都” 的宏伟蓝图，惊奇于企业创

新的精彩绝伦，感叹于常州的敢想敢干，但最

受触动的，却是常州低调务实、不急不躁、久

久为功的“平常心” 。

位于常州武进高新区的恒立液压在资本

市场是个传奇， 曾经在2017年-2021年，4年

悄无声息地暴涨15倍，涨幅力压贵州茅台。但

与聚光灯下的茅台不同， 恒立液压的上涨几

乎从未引起过喧嚣，它既不涉足5G、芯片等

热门概念，更不是大消费的核心资产。从名字

就能看出， 恒立液压只是家普通的机械设备

类公司，关于它的新闻少之又少。

在工程机械领域， 占据成本约七成的液

压件被视为“芯片” ，一句“得液压件得天

下” 足以佐证液压件行业的特点———高技术

壁垒、高盈利、高资金投入。 与诸多的制造型

企业类似，恒立液压从小作坊起家，依靠技术

创新和成本优势，一步步成长为行业龙头。恒

立液压2022年财报显示，公司营收达到81亿

元，给世界的挖掘机装上了“中国心脏” 。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恒立液压是常

州持“平常心” 做“非常事” 的写照。 无论外

部世界如何变化起伏，内心始终平静如常，但

平静不意味着甘于平凡，相反常州提出“勇

争一流,耻为二手” 。 只是将“志存高远” 化

为“日拱一卒” ，经年累月的努力之后，终于

站在最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渴望的模样。

从近代民族工业发祥地， 到上世纪八十

年代“第一个崛起” 为“工业明星城市” ，到

九十年代成为“苏南模式” 发源地之一，再到

如今冲刺“新能源之都” ，低调务实的常州始

终立足实际、审时度势、主动引导产业发展，

目光所及从未离开过实体经济。这份定力，可

叹可敬。

———从“寻常” 到“超常” ，依靠创新。

超常就是要超越寻常，达到非常和卓越。

小到一个企业， 大到一个地方， 实现快速发

展，可以靠铺摊子、上项目、加投资，实现超常

式的发展，只能依靠创新，走高质量发展的道

路。对于创新，常州提出包容“十年不鸣” ，静

待“一鸣惊人” 。

中简科技是常州的另一个传奇。 “求索

不辞万般苦，铸我坚盾扬国威” ，中简科技创

始人、董事长杨永岗每次从车间走过时，都会

在这条标语前驻足。坚如磐石、韧如发丝的碳

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 ，看着不起眼，在手

中掂量也不觉厚重，但却是航空航天、风力发

电、轨道交通等多个领域的关键核心材料，其

核心制造技术、关键设备长期被日本、美国等

国垄断。

2008年， 杨永岗舍弃高薪和出国机会，

从中科院山西煤化所南下常州， 带领20多位

博士、硕士和工程专家落户常州，与民营资本

共同出资组建中简科技， 走上国产碳纤维产

业化的探索之路。经过艰苦卓绝的技术攻关，

中简科技率先实现ZT7系列碳纤维稳定批量

生产并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领域， 解决了国

家“卡脖子” 的关键材料问题。企业也成为该

领域的领跑者，2019年登陆资本市场， 实现

了从一个元素到一个产业， 从一根碳纤维到

一个上市公司的飞跃。

2023年，常州位列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

能力指数第17位， 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38%，位列江苏第三。 常

州市科技局副局长陆伟表示， 未来常州将继

续集聚创新资源，落实创新驱动，助推尖端产

业从“无中生有” 到“有中生优” 再到“优中

做强” 。

———存“常乐” 求“常新” ，需要格局。

人们常说，知足者常乐，不知足者常新。

事实上， 经济发展从来就是存 “常乐” 求

“常新” 。 经济有起落，产业有周期，没有永

远红火的产业， 也没有长盛不衰的企业，要

发展经济，唯有不断寻找新风口，布局新质

生产力。

2010年，两位英国科学家从石墨中分离

出石墨烯，因此共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石

墨烯，是目前最薄、强度最大、导电导热性能

最强的新型碳材料，被称为“新材料之王” 。

第二年，常州市、武进区两级政府出资5000

万元，成立了全球第一家专业从事石墨烯研

发和产业化的机构———江南石墨烯研究院，

在全国率先布局石墨烯研究。 同年，总投资

20亿元的石墨烯科技产业园在常州西太湖

科技产业园启动建设，开启了常州石墨烯产

业化之路。

合成生物主要是利用糖、淀粉、纤维素、

二氧化碳等为原料，进行化学品、药品、食品、

生物能源、生物材料等物质加工与合成。合成

生物学被誉为“第三次生物技术革命” ，是21

世纪颠覆性前沿技术之一， 已成为世界各国

争先抢占布局的未来产业之一、 国际竞争的

主要焦点领域。

2023年11月，常州在江苏首次以市委市

政府名义， 发布促进合成生物产业发展专项

政策措施， 提出拟招引培育科技型企业150

家以上， 设立规模20亿元以上的市合成生物

产业基金，计划到2027年，将常州打造成长

三角一流的合成生物产业创新高地， 常州合

成生物产业产值超1000亿元。

“一座城市和一个人一样，必须有理想、

有抱负、有追求、有定位。 ” 常州市委书记陈

金虎说， 常州作为工业底蕴深厚的制造业强

市，紧扣“国际化智造名城、长三角中轴枢

纽” 城市定位，始终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

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保持发展定力和耐力，着

力推动传统产业蝶变升级、 新兴产业裂变发

展、未来产业前瞻布局。

潜龙在渊终出水，飞龙在天会有时。在长

江常州段，滚滚江流之上，世界最大跨度斜拉

桥———常泰长江大桥正在紧张施工。 江风呼

啸，施工现场却争分夺秒、热火朝天，在工人

们的精心浇筑下， 常泰长江大桥犹如钢铁巨

龙一般日生夜长，展现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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