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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竞争加剧和“双碳”目标要求下，石

化产业“减油增化”趋势加快，正从传统的原油

加工向精细化、高端化新材料方向发展。如何调

整结构、完成产业升级，是摆在我省石化产业面

前的必答题。

1 月 15 日，记者跟随湖南现代石化产业协同

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集群荣誉专家容三友，来

到我省石化产业链主企业——中石化湖南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石化”），与企业

探讨行业发展的机遇和路径。

项目“搬家”，搬出新路子

调研第一站，容三友直奔湖南石化己内酰

胺产业链搬迁与升级转型发展项目。“这是助力

湖南打造现代石化万亿产业的重要项目。”路途

中，容三友对记者说。

从高处俯瞰项目，银塔林立，管廊交错。煤

气化、己内酰胺、聚酰胺等 58 套工程装置通过无

数根管道互相打通，串联一体，组成高度集约化

的生产基地。

“新项目用原来 2/3 的土地，1/2 的排放，实

现了产能倍增，年产 30 万吨己内酰胺的产能提

升至 60 万吨，预计拉动下游产业链产值 1000 亿

元。”湖南石化己内酰胺部副经理李先华介绍。

各装置生产的产品既可单独销售，也可作为中

间材料继续供下游生产，不仅有效降低各装置

分散造成的能耗和成本，还能将各种原辅料价

值“吃干榨净”。

原有装置旧址位于岳阳城市人口密集区，

距离长江直线距离不足 1 公里。2020 年，我省打

响破解“化工围城”“化工围江”攻坚战。次年 6

月，项目搬迁全面开工建设，整体搬迁至岳阳绿

色 化 工 产 业 园 ，2023 年 12 月 15 日 实 现 全 线 贯

通、正式投产。搬迁后，项目单位产品主要污染

物减少 50%，外排废水总量减少 70%。

物理距离做“加法”，落后产能做“减法”，一

加一减之间，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大变革。

项目现场展现的各类新工艺让容三友尤为

惊喜。比如浆态床蒽醌法制双氧水工艺，比传

统 固 定 床 工 艺 效 率 提 高 50% ，生 产 成 本 降 低

20%，安全性大幅上升，对行业具有显著示范效

应。

李先华带来好消息，工信部计划在 5 年内将

该工艺推广至全国，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与山东、广东、浙江、江苏等石化强省相比，

湖南现代石化产业规模不大，向材料端链条延

伸还不够。以己内酰胺为例，经加工可制成锦纶

纤维、工程塑料、塑料薄膜，广泛应用于纺织、汽

车、电子、机械等领域。目前，我省石化产业对己

内酰胺的利用还处于粗加工阶段，未能将其转

化为更高附加值的制品。

能否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我们将投资 1.4

亿元建设研发中心，助力产业延链补链。”李先

华手指向聚合装置旁的一块空地说，研究中心

将致力研发各类功能性新材料，进一步提高产

业高端化水平。

湖南石化执行董事、党委书记王妙云表示，

湖南石化将坚持“特色、绿色、出色”三大发展定

位，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建好技术优势项目，打

造世界领先绿色石化新材料创新基地和高端新

材料研发生产基地。

勇闯“无人区”，争做细分领域
全球第一

新能源产业风头正劲，传统炼油行业式微，

“减油增化”是大势所趋。“减油”，即控制汽柴油

产量；“增化”，即提高特色化工产品供应，其中

具有高附加值的化工新材料是传统石化产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如何抢占新一轮产业制高点，打造新的增

长极？带着疑问，记者和容三友来到湖南石化橡

胶部。

去年 1 月，橡胶部顺利产出铁系枝化丁戊橡

胶，这是该产品首次在国内实现工业化试生产。

这也意味着，湖南石化弹性体产品向高端转型

升级迈出关键一步。

一个好轮胎，防湿滑性能至关重要，但目前

我国用于胎面的防滑材料——溶聚丁苯橡胶严

重依赖进口，几乎被国外垄断。

“我们生产的新型合成橡胶，能完全替代进

口，且抗湿滑能力更好，滚动阻力更低。”橡胶部

技术带头人梁红文介绍，在 100 公里/小时的车

速下，采用该公司产品生产的轮胎，其刹车距离

相较于传统轮胎缩短 10%至 20%，安全性极大提

高；百公里耗油下降到 6.5 升以下，低于使用传

统轮胎车辆油耗水平。

“这项技术攻关不易。”容三友向记者解释，

耐磨性、抗湿滑能力、滚动阻力被称为轮胎行业

的“魔鬼三角”，这三个性能通常不能同时得到

显著提升，一项性能的增强往往意味着另一项

性能的减弱。因而目前市面上的轮胎很难同时

兼具安全、低能耗、耐磨的特征。

技术攻关从 2015 年启动，7 年时间，梁红文

和团队从实验室一路做到工业化生产。“政策一

年比一年好，以前是我们拿着项目找资金，现在

是资金找项目，经费很充足。”回忆技术攻关之

初，他十分感慨：当时产品的研发风险、应用前

景、经济价值尚不明朗，国家和省里的政策让团

队有底气勇闯“无人区”。

据了解，应用公司高性能铁系枝化丁戊橡

胶制造的 7 万余条高性能轮胎，目前全部通过品

控测试。梁红文表示，该技术解决了轮胎用高性

能溶聚丁苯橡胶“卡脖子”难题，有望引领橡胶

新材料发展方向。

做大做强现代石化产业，培育
区域经济新增长点

隆冬时节，在湖南石化 100 万吨/年乙烯炼

化一体化及炼油配套改造项目现场，近 600 辆挖

掘机、工程车来回穿梭，正在进行场地平整施

工。

该项目总投资 357 亿元，刷新了湖南单体项

目投资的最高纪录，预计将于 2027 年投产。

“这一项目，将为湖南现代石化产业乃至湖

南制造业带来什么惊喜？”容三友提问。

“一个超级项目，带来一片‘产业森林’。”湖

南石化副总工程师袁红星表示，项目投产后将

提高原材料本地供应能力，促进石化产业和其

他优势产业耦合发展，形成“洁净油品+现代化

工+新材料”的产业格局。

乙烯被誉为“石化工业之母”，下游产品遍

布国民经济生产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我省合成

橡胶、己内酰胺、环氧树脂、环氧丙烷四大特色

化工产业的重要生产原材料，以及工程机械、

轨道交通、航天航空等优势产业需要的化工新

材料。

“目前我省约 80%化工原材料依赖外省供

给，物流成本高企。乙烯项目投产后，本地原材

料供应能力将大幅提升。”袁红星说。

不仅如此，华中地区缺乏大型乙烯炼化一

体化项目，湖南周边地区化工产品需求旺盛。

该项目可以解决区域内市场缺口，稳定中部和

西南地区石化原材料市场供应，降低总体物流

成本。

据了解，该项目将带动湖南石化成品油收

率从 70%降至 51%，产品附加值提高 25%，能耗

降低约 15%。

纵观国内，经济强省大多石化、化工产业发

达。在容三友看来，石化产业不仅是原材料供应

者，而且是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龙头。己内酰胺

项目搬迁升级、乙烯炼化一体化项目落地，将吸

引更多下游产品加工企业入驻湖南。

他建议，各级政府部门应有意识地在石化

产业优势地区培育下游产业，主动创造市场。以

基础石化产业为牵引，带动周边产业做大做强。

【调研手记】

奔向蓝海
谢卓芳

一代材料，一代装备。材料的不断创新是制

造业不断走向高级化、高质量化的基石，也是当

今大国经济、科技、军事竞争的必争之地。

然而，化工新材料却是我国化学工业最大

的短板。高端聚烯烃、工程塑料、高性能合成橡

胶等高端产品基本依赖进口，严重制约我国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有研究显示，预计到 2028 年，全球化工新材

料市场规模或达 6100 亿美元，将是一片广阔的

蓝海。

市场是培育技术最好的温床，是牵引技术

进步的最大动力。中国经济快速升级发展，为化

工新材料加快发展提供了市场支撑。

石化产业是典型的复杂流程工业。从传统

石化到现代石化转型升级，尤其需要产业链上

中下游协同创新。如何汇聚各方优势资源下沉

到车间、实验室，激发企业创新主体的活力，探

索更有效的协同创新机制，未来还需进一步发

力。

此外，技术突破不能靠一个学科单打独斗。

建立综合研发平台，有利于促进化学、化工等传

统学科的交叉融合，引领产业创新发展。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利飞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为金融工作举旗定向、

谋篇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

讲话，对于深化对金融工作本质规律和发展道

路的认识，全面增强金融工作本领和风险应对

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省委十二届五次全

会对推进全省金融统筹协调、金融企业党建、地

方金融监管、金融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指明方

向。”1月 17日，省委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

任、省委金融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省地

方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德勇接受湖南日报全媒体

记者专访时表示，全省金融系统将深入学习体

会，进一步增强做好湖南金融工作的政治自觉和

责任担当，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为加快实现

“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提供强有力金融支撑。

2023 年，省地方金融监管局锚定“三高四

新”美好蓝图，助力打好“发展六仗”，全力以赴

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金融业发展稳中有进、进中提质。

2023 年前三季度，全省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2056.4 亿 元 ，占 GDP 比 重 5.7% 。截 至 2023 年

底 ，全 省 各 项 存 款 达 7.77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7% ，各 项 贷 款 达 6.94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9%，比全国分别高出 1.1 个百分点和 0.8 个

百分点。湖南上市企业总数达 157 家，其中 A 股

上市公司 146 家，居中部第二位。

根据部署，2024 年全省经济将持续夯实

“稳”的基础，把稳“进”的方向，加快形成新质

生产力。林德勇说，金融力量和资源将从三方

面予以强力支撑。

做大融资总量。协调金融机构向总部争取

政策、资源倾斜，引导更多资金投向湖南。支持

上市公司加大再融资力度，稳步扩大企业债券

融资规模，促进股市和债市共同发力。着力提

升险资运用意识和能力，有效拓宽重大战略、

重点项目融资渠道。

做优融资结构。坚持金融、财政、产业政策

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

展、中小微企业等领域信贷较快增长。完善多

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企业上市“金芙蓉”跃

升行动，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提升直接融资

比重，提高我省上市公司质量。

做好融资服务。积极组织政银企对接活动，

更新重点支持企业、项目清单，促进金融资源向

“三个高地”、民生、消费、对外开放等领域集聚。

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推动实际

贷款利率稳中有降，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林德勇认为，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质效，关键在于做好“五篇大文章”。2024 年

将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

和数字金融等方面，引导各金融机构加大放贷

和创新力度，如扎实推进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

试点，加快建立湖南环境权益交易平台。

经济高质量发展，安全底线不可破。林德

勇表示，将强化对地方金融组织的监管，全力

防范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推动全省金融业高质量发

展实现新突破。

湖南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于淼

走进长沙市天心经开区“天心数谷”，园区

干净整洁，大片绿意呈现在眼前，草坪中夹杂

着弯曲的石子装饰。在这片绿化带之上，充满

现代感的办公楼明亮通透，不时还有“网红主

播”前来“打卡”。

乘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风口，这片曾经拥有

361 家企业的湖南长株潭生态绿心工业区转型

升级，“绿心”种上了高科技的“数字谷粒”，迎

来新的收获季。

1 月 16 日，记者来到位于“绿心”的湖南大

数据交易所，巨大的主屏幕上，产品上架、需求

发布、成交信息披露等数据迅速滚动；地理空

间信息数据交易专板上，“湖南省自然资源与

地理空间一张图”依据收集时间节点清晰呈

现，数据显示总下载量已超过 458 万条；政务大

数据专板上实时更新着接口发布与使用情况，

屏幕显示当日平均响应耗时 317.07 毫秒……

“湖南大数据交易所是全国第五家、中部

第一家新型大数据交易场所，截至 2023 年 11

月底，交易所交易量超 10 亿元。”湖南大数据交

易所总经理方建忠向记者介绍。

湖南大数据交易所主要为数据登记、转让

及相关活动提供基础设施与综合金融服务，具

备数据登记结算、挂牌交易、技术开发与运营、

培训咨询、市场监管五大功能。方建忠告诉记

者，在这里，数据就像土地、房产一样，可以在

脱密、清洗后以资产形式进行融资。

1 月 11 日，湖南大数据交易所刚刚颁发湖

南省首张数据产品登记证书，帮助湖南盛鼎科

技获得光大银行 500 万元授信额度，完成首笔

数据资产融资。

“数据资产化对于企业，尤其是缺少有形

资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说意义重大。”方建

忠说，湖南大数据交易所作为全省唯一数据要

素交易市场运营机构，吸引着许多发展数字经

济的企业前来落地，推动数字经济产业发挥集

群效应。

来到同样位于“绿心”的中国电信中南智

能算力中心，记者看到“泡”在冷却液里的芯片

正“咕噜咕噜”冒着泡，巡检机房的机器人正在

试运行，传输巡检监控数据。就在记者观察的

这段时间里，中国电信中南智能算力中心具有

超强算力的“超级大脑”已运算上万亿次。

“这就是我们湖南的‘最强大脑’。”中国电

信湖南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 年 10 月，中

国电信中南智能算力中心正式投产运营，让湖

南数字经济产业迎来网络层级“最高”、出口带

宽“最大”、云计算能力“最强”的新质生产力，

为湖南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坚实的数字化底座。

据计算，算力每投入 1 元，将带动 3 至 4 元

的 GDP 经济增长。在平台与算力的共同推动

下，湖南数字经济在数据交易、云计算、智算、

云网安全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持续加强，蓬勃待

发，迎来大批企业前来入驻。

“目前有来自‘北上广深’的七八家数字经

济龙头企业在和我们洽谈。”融发集团市场部

负责人向静告诉记者，“天心数谷”一期项目已

累计引进企业 8 家，其中包括发展数字经济的

360 集团、三昱科技、视源股份、湘和瑞盛等企

业，入驻项目预计总投资将超百亿元。

“天心数谷”招商引资火热，数字经济加速

腾飞，更多数据应用场景即将解锁，服务于园区

以及湖南的产业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天心

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2023年，园区数字经济

规模达 350 亿元，2024 年计划达到 418 亿元。下

一步，园区将在数字经济产业链条打造新的增

长极，推动园区成为亿级高新数字产业园区和

长株潭科创研发、人才引育、成果转化先行区。

现代石化产业，驶入高速赛道

——制造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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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昌小英 通讯员 肖艳玲

1 月 18 日，雨雾蒙蒙，资水犬木塘水库烟

波浩渺。从水库大坝坝顶往下走，呈现在眼前

的是另一番场面。犬木塘水库枢纽工程厂房施

工现场正在加紧作业，机械声不绝于耳，电焊

火花飞溅，一派忙碌。

犬木塘水库工程是国家 172 项节水供水重

大水利工程项目之一，分为枢纽和灌区两大部

分，以灌溉为主，结合城乡供水，兼顾生态、航

运、发电等综合效益，是缓解“衡邵干旱走廊”

水资源短缺的骨干工程。枢纽工程 2020 年 12

月 21 日开工建设，2023 年 10 月下闸蓄水、首台

机组发电，目前项目土建主体工程已基本完

成，正加速推进剩余的 2、3、4 号发电机组安装。

枢纽电厂共 4 台机组，总装机容量 3.4 万千

瓦，设计年发电量 1.15 亿千瓦时。目前，1 号机

已并网发电，累计发电量 300 万千瓦时。为确保

2024 年 6 月全部机组投产发电，施工单位两班

作业，抢抓工期，节假日不停工，昼夜奋战。

2号机组施工现场，配管班班长杨杰手握施

工图纸，指导安装油、水、气输送管道。“要对照图

纸认真查看各个工作面，严把质量关。”杨杰介

绍，当前 2号机组已经进入机组安装阶段，20余

名施工人员加班加点抢进度，力争在春节前发

电。去年，为抢工程进度，家住怀化市区的杨杰虽

离家不远，但仅回去过 2 次。他表示，工程时间

紧、任务重，已经做好春节坚守岗位的准备。

3号机组施工现场，正在进行管型座二期混

凝土施工，犬木塘水库监理Ⅰ标副总监胡正钦

介绍，以当前进度，3 号机组春节期间可完成二

期混凝土浇筑并开始主机安装，需要 50 名左右

的工人及 240 多吨从外省采购的大件设备。为

保障春节不停工，正在“囤工”“囤设备”。“已到

位 30多名施工人员，设备供应正常，预计 1月底

物流停运前所需设备全部能到场。”胡正钦说。

犬木塘水库项目主管部门以“抢”的意识、

“拼”的精神，千方百计赶进度、保安全、抓质

量，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效、提速。2023 年，该

项目完成投资 23.04 亿元，超额完成年度投资

目标，实现全年质量安全零事故。“我们将持续

拉满施工‘进度条’，提升工作效率，尽快让这

项利民工程发挥作用。”犬木塘水库建设分公

司枢纽项目部负责人戴劲说。

为加快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
提供强有力金融支撑

——访省委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省委金融工委
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德勇

谈体会 话落实

看准了就抓紧干·一线看热度

“绿心”之上，数字经济生机勃发

拉满施工“进度条”
——犬木塘水库枢纽工程建设一线见闻

湖南日报 1月 19 日讯（全媒体

记者 刘奕楠 通讯员 苗润青）1 月

18日，国际房地产服务和咨询顾问公

司戴德梁行举行2023年度长沙房地产

市场线上发布会。记者获悉，2023年，

长沙市优质商铺市场共录得净吸纳量

约 28.7万平方米，空置率为 10.4%，较

2022年末下降3.0个百分点。

2023 年，长沙市优质零售市场

迎来龙湖芙蓉天街和汇金天虹购物

中心开业，为市场带来约 22.5 万平

方米的新增供应，优质商铺市场总

存量已达 311.5 万平方米。戴德梁行

长沙公司负责人莫晓艳表示，得益

于新项目较好的招商表现及优质项

目的积极调改，2023 年长沙市优质

商铺空置率得以走低。

随着经济运行持续恢复，接触

型、聚集型消费需求不断释放，优质

商铺市场加速回暖。从消费类型增

速来看，餐饮商铺收入恢复强劲有

力，截至 2023 年 11 月，餐饮商铺收

入同比增长 25.8%。从新开店业态来

看，零售为全年新开店主力业态，约占总新店开业

数量的 42.9%；餐饮以占比 31.9%的份额居次位；休

闲娱乐、儿童类业态的占比较 2022 年有所上升。

莫晓艳介绍，2024 年预计还将有华润万象城、

梅溪湖招商花园城、观沙岭招商花园城和保利时

光汇等 4 个优质零售项目投放市场，将为长沙优质

零售市场带来约 55 万平方米的新增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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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石化己内酰胺产业链搬迁与升级转型发展项目。（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 1 月 19 日讯（全媒体记者

罗毅）1 月 19 日，株洲铁路综合物流基地项

目一期株洲北站至喻家坪走行线及货运站

改造项目开工，总投资约 13 亿元。

株洲铁路综合物流基地项目位于石峰

区清水塘片区，包括铁路货场、连接线及配

套工程两部分。铁路货场部分主要是建设

核心功能区和码头铁水联运区，总用地约

610.15 亩。连接线及配套工程部分主要是

对株洲北站至喻家坪走行线及货运站 4 公

里进行改造，新建 2.3 公里进港联络线，以

及配套环境治理工程、道路工程等。是落实

共建长株潭国家物流枢纽建设的重要举

措，也是推动区域物流产业转型升级、做强

湘粤非海铁联运通道、促进清水塘片区发

展、提升株洲铁路枢纽地位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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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1 月 19 日讯（全媒体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雷洪哲）今天，湖南盛远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13 批 2852 千克锂

离子电池，经永州海关检验监管合格，起运

发往德国，这是永州市新年首批出海的锂

电池产品。“公司是首次办理锂电池出口业

务，永州海关安排专人指导申报出口危险

货物包装使用鉴定，帮助我们的锂电池实

现快速、顺畅出口。”公司负责人蒋新华说。

锂电池为外贸出口“新三样”，海外市

场需求旺盛。但锂电池属于危险货物，易发

生燃烧和爆炸，在包装、运输等方面要求严

格，检验环节多、周期长。永州海关深入企

业调研，摸清辖区锂电产品出口现状，“一

对一”上门宣讲危险货物包装、运输等规定

和海关申报要求，指导企业完成出境危险

货物包装使用鉴定，并提供预约检验、随报

随检等便捷通关服务，切实保障产品安全，

提高通关效率。2023 年，永州市出口锂电池

货值达 7439 万元。

株洲铁路综合物流基地项目开工
总投资约13亿元

永州市锂电池加速出海
去年全市出口锂电池货值达7439万元

稳增长 促发展 强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