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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总体思路

看长寿如何建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材料高地

锚定一个战略目标：对标世界一流园区，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材料高地。

坚守两条发展底线：坚守绿色、安全两大
发展底线，推动园区打造长江上游重工业安
全生产样板和低碳转型示范。

打造三个超级品牌：围绕新材料产业，谋
划全球天然气化工新材料领先者、国际知名
的硅基新材料供应商、世界级新能源材料及
装备集成应用示范地三大超级品牌。

推动四链协同融通：聚焦产业链、创新
链、服务链、生态链，推动四大链条融通互联。

激发五维提质升级：围绕格局升级、载体
升级、产业升级、创新升级、品牌升级，谋划部
署建设世界一流园区的四梁八柱。

2021年长寿规上工业总产值达到 1414.2
亿元、增长28.2%，增速全市第二。今年，预计
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1500亿元。

2021 年，长寿经开区规上工业产值突破
1100亿元，其中新材料产值超过700亿元。

到2026年，长寿经开区“四上企业”营收
力争突破 4000亿元，建成 2个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研发机构、5个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上
市公司达到10家，百亿级企业达到6家。

2035年，建成5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发
机构、10个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新材料百
亿级企业突破10家，拥有50个具备国际竞争
力的新材料产品。

今年春节，川维化工销售部门
负责人，接到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
追加订单电话。

电话另一端，是欧洲最大的
PVB（聚乙烯醇缩丁醛酯）生产
商——组成 PVB 的原料是天然
气的下游产品 PVA。在中国出
口欧洲的高端 PVA 份额中，川维
占据八成。

川维成为天然气精细化工及
新材料行业的标准制定者，折射出
长寿新材料的竞争力。

就在去年底召开的长寿区第
十四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加快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材料高地，
成为新材料产业的国内领跑者、全
球并跑者。

厚积产业基础优势
锚定一个战略目标

当前，新材料已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石。
于长寿而言，能够站上新材料这一行业“风口”，正是
得益于其自身工业发展的优势和底气。

事实上，梳理长寿工业发展的进度条，不难发现
一个明显的传承轨迹。

从2001年撤县设区为时间轴的起点，彼时的长
寿工业，主要集中在基础化工原料和中间体的生产制
造，无论是工业园区还是工业产业，都处于比较粗放
的1.0版本。

2010年，长寿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有
了这个“国字号”招牌，长寿工业发展的载体阔步进入
2.0时代。经开区也逐步培育形成钢铁、化工、新材
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五大主导产业。

而今，“对标世界一流园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新材料高地”这一战略目标，把长寿工业旗帜鲜明
地带进了3.0版本——坚持产业发展不折腾，坚持产
业升级不掉队，从单纯的原料生产，向新材料制造端
不断延伸。在20多年的沉淀之上，新材料以“厚积”
之势，成为长寿工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特色名片，获批
欧洲重庆中心新材料产业基地。

事实上，从1.0到3.0，长寿工业尤其是化工产业
的发展始终是一脉相承的。这也为长寿“建设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新材料高地”提供了清晰的行动脉络——

进行认真分析、研判和诊断，长寿拟定了“锚定一
个战略目标、坚守两条发展底线、打造三个超级品牌、
推动四链协同融通、激发五维提质升级”的“12345”
总体思路，力争到2026年，全区天然气化工新材料、
硅基新材料、新能源材料及装备集成示范等领域产业
规模和技术进入全国领先行业。

到2035年，天然气化工新材料的创新能力、产业
竞争力实现领跑；硅基新材料实现和全球并跑的态
势；新能源材料及装备集群实现与国际跟跑，具有国
内竞争力。新材料百亿级企业突破10家，拥有50个
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新材料产品，成为全国新材料产业
发展的展示窗口之一，基本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
材料高地。

充分参与国际分工
打造三个超级品牌

全球天然气化工新材料领先者、国际知名的硅基
新材料供应商、世界级新能源材料及装备集成应用示
范地——这是支撑长寿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材
料高地的三个超级品牌。

而川维化工，则是支撑品牌建设的“超级企业”。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是长寿工

业最早的龙头企业，更是长寿化工的超级IP。
从天然气到新材料，不断升级的产业形态，让这

个老牌企业，始终充满蓬勃生机。
天然气也能制出新材料？事实上，通过高新技术

的嫁接改造，其下游新材料产品不仅形态多样，且性
能高效。

以PVA（聚乙烯醇）为例。PVA是天然气部分氧
化法制乙炔的下游产品。就像炒菜用的“味精”，它可
以与不同元素产生化学反应，演变成各种形态，广泛
用于医疗、汽车等领域。比如在口罩包装、果汁瓶身、
洗衣凝珠上，都有PVA应用的身影。

而今，作为天然气精细化工及新材料企业，川维
化工在这一领域的相关技术已跻身世界一流，成为行
业标准制定者。中国出口欧洲的高端PVA份额，川
维占据八成。

充分参与国际产业分工，让“国际化绿色化智能
化人文化中国长寿城”，更添国际范儿。

以川维化工为代表，围绕天然气化工新材料产
业，长寿经开区已集聚起扬子江乙酰化工、紫光国际
化工、双象集团、云天化等一批国内领先的天然气化
工领域龙头企业。并延伸出纤维、聚甲醛、醋酸酯、塑
料光纤、聚氨酯、蛋白质等品种多样的下游材料。

长寿经开区也因此形成了国内最大、产品齐全、
产业链延伸度强的天然气化工产业基地。

天然气化工新材料，仅是长寿要着力打造的超级
新材料产业品牌之一。

围绕全球天然气化工新材料领先者、国际知名的
硅基新材料供应商、世界级新能源材料及装备集成应
用示范地这三个超级品牌建设，长寿正加紧绘制产业
全景图——依托恩捷项目，发展壮大锂电隔膜、光电
膜、反渗透膜等功能性膜材料产业，辐射带动西部新
能源汽车、智能家居家电和智能终端等产业发展；

依托华陆科技，大力发展气凝胶复合材料、气凝
胶玻璃等高附加值产品，建设碳化硅、高纯石英、硅微
粉等硅基材料产业集群；

依托亚士创能，大力发展建筑装饰涂料、保温装
饰板、防火保温材料、防水材料等绿色建筑材料……

数据让这张“图”更具说服力：2021年，长寿经开
区规上工业产值突破1100亿元，其中新材料产值超
过700亿元。

今年一季度，长寿集中签约18个重大项目，其中新
材料相关项目占据一半，合同引资高达163.8亿元……

在新材料这条新赛道上，长寿的奔跑，一往无前。

提升产业发展能级
推动四链协同融通

要实现国内领跑、全球并跑，长寿围绕上下游协
作、创新驱动等，正致力于让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
生态链四大链条融通互联起来，提升新材料产业能级。

位于长寿经开区的重庆科顺新材料有限公司，能
够生产出一种在空气中迅速固化的新型涂料，而生产
这种涂料所需的聚氨酯，正是来自于300米外的巴斯
夫聚氨酯（重庆）有限公司提供原料MDI进行合成。

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德国巴斯夫落户长寿
经开区，3年后，其年产40万吨MDI项目正式投产。
围绕这一龙头企业，长寿区吸引到一大批上下游企业
集聚，还向下延伸出聚氨酯这条全新的产业链。

科顺便是被巴斯夫引来的公司之一。据介绍，
MDI需要在全密封环境中进行运输，且在长途运输
中容易出现滴、漏等现象，有了巴斯夫这个“近邻”，科
顺便可完成“一站式”制备、罐装、贴标等，既保证安全
又节约成本。

瞄准龙头企业，聚集“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形
成上中下游金字塔式产业链结构——长寿经开区由
此聚集了140余家化工新材料企业，形成了以聚氨酯
组合料、胶粘剂、PVA光学膜、PPS纤维等为主的新
材料产业集群。

产业链能够提升产业要素的丰度和质量，围绕产
业链配置创新链，则能更好地为产业链进行赋能。

重庆奕翔化工生产基地同样位于长寿经开区。

由川维供应的合成氨在这里经过水解、酯化等化学反
应后，能够生成高纯度的MMA，成为有机玻璃生产
的主要原料。

这个国内最大的MMA生产基地，从原料投放到
温度、气压、液压的控制，整个生产流程全部由中央控
制系统完成，工人只需拨动控制区内的按钮，即可完
成各项参数的实时校正。

大数据智能化技术在为企业节省劳动力成本的
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安全环保风险。

在长寿化工新材料企业中，类似的创新场景随处
可见。

近年来，长寿区累计投入55.8亿元，实施137个
智能化技改项目，已建成4个市级智能化工厂、38个
市级数字化车间，其中，与化工新材料相关的项目占
到1/3。

据介绍，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接下来，长寿还
将有系列举措，比如加强科技人才引育，招引掌舵型、
学术型人才40人，搭建5个高端智库；实施创新型、应
用型、技能型人才引育工程，整体提升企业人才水平。

加速创新载体升级。培育市级研发中心5家、区
级研发中心6家、高新技术企业10家，规上工业企业
建立研发机构达45%。推动康普化学、环松科技等企
业建设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川维化工、小康动力等企
业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

此外，还将加快推进环大学创新生态圈建设。以
创建环重庆化工职院创新生态圈为契机，破解产城融
合新业态新路径。

推动链条的融通互联，解决产业链发展中的需求
对接、项目引进、要素保障、企业帮扶、困难化解等问
题，长寿正围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材料高地这
一目标，点燃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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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新材料产业的国内领跑者、全球并跑者

长寿 加快建设国际化特色化新材料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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