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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光电信息企业360余家，规上企业40余户；

长光卫星入选2024“全球独角兽”榜单；

奥来德OLED发光材料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居前三，国际处于领先地位；

长光博翔全球首创的“双飞翼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从这里起飞；

长智光谷产业园，将引进100户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产值100亿元；

……

追光之路，向光而行，长春新区加快培育光电产业，正成为逐光、聚光、生光、发光的光电信息产业高地，

长春新区之“光”正在长春创新版图上持续闪耀。

根基夯实根基夯实 注入发展注入发展““支撑力支撑力””
“追光”，长春新区有基础、有条件、更有优势。

长春新区光电产业发展历史悠久，集聚长光卫星、希达电子、永利激光、禹衡光学、荣德光学等光电信息

企业360余家，规上企业40余户，汇聚了28个行业高、精、尖科技成果，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省

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分别达到15个和25个，在全市同行业占比均超过一半以上。

俯瞰高新技术企业云集的长春新区，一座“天”字形的建筑显眼夺目，这正是全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所在地。

截至目前，长光卫星通过22次成功发射实现108颗“吉林一号”卫星在轨运行，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亚米

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在遥感信息服务上占据优势地位，并逐渐成为全球重要的航天遥感信息来源。今年4

月，长光卫星荣登胡润研究院《2024全球独角兽榜》。

长光卫星航天信息产业园具备年产超过200颗卫星能力，并将逐步形成以卫星研发、生产到遥感信息加

工、应用的产业集群。目前，长光卫星正在建设占地21.6万平方米的航天信息产业园二期项目，二期采用

“一主楼+四裙楼”建设方案，建设卫星指控中心、数据处理中心、数据存储中心等海量数据存储、应用基地及

光学加工中心等智能化光学元件生产线，着力打造以卫星研制、生产及数据应用开发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全

面构建航天信息产业生态圈，为“长春光谷”建设提供强大助力。

作为冉冉升起的“新星”，长光卫星还带动背后一大批相关企业迅速崛起，产业链逐步形成。上游包含

奥普光电、见真精密机械及长光辰芯等航天制造相关企业，下游为300余家企业提供遥感数据和产品服务，

上下游衔接、资源互补，构成航天信息产业集群。

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2倍至3倍、载重能力提升2倍、占地面积缩小4倍至5倍；突破高寒-40℃、海拔

5500米和7级强风自主飞行极限……这款在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惊艳四座”的全

球首创颠覆性创新产品，便出自长春新区企业长春长光博翔无人机有限公司。

长光博翔前身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无人机事业部，2021年整体组建为科技创新型公司，主要从事

智能无人机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及相关服务。目前，公司申请及已获授权专利知识产权超80项。“未来，全

系无人机年产能预计达3000套，直接产值3亿元至5亿元，集成相关挂载设备后总体产值可达6亿元至10亿

元。”长光博翔市场部经理廖东坡表示。

如果说长光卫星、长光博翔是长春新区光电产业里航空航天领域的“闪亮明星”，那么光电产业其他领

域企业更是星光璀璨。

在光电装备制造领域，长光辰谱光谱滤光片系列产品市场占有率85%，高光谱成像仪器市场占有率30%；

长光智欧基因测序和半导体检测光学系统的研发生产能力居国内前列。

在激光制造与应用领域，永利激光是全国生产规模最大、产品规格型号最全的二氧化碳激光器供应商，

系列产品产能和销量都居全国首位；新产业光电是全球固态激光器供应商，占据同类产品50%以上的国内市

场份额和10%以上的全球市场份额。

在新型显示与照明领域，希达电子技术国际领先，与三星、索尼共享COB显示新蓝海；奥来德OLED发光

材料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居国内前三，在国际处于领先地位；海普润斯是京东方上游材料核心供应商。

在汽车电子领域，捷翼汽车是东北地区估值最高的“独角兽”企业，国内外知名OEM的A级供应商，大众、

宝马、丰田、吉利、比亚迪的一级供应商。

在半导体集成电路领域，光华微电子成功研制出国内首台商用12英寸全自动晶圆探针台，被评为国家

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永固科技在半导体贴片胶市场占有率为全球第三。

在传感器领域，禹衡光学、荣德光学在编码器和速度位移传感器领域国内市场占有率高居前二，禹衡光

学也是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目前，长春新区拥有传感器领域上下游企业约30余家，一大批高成

长性光电信息企业正以年均30%的复合增长率快速发展……这一个个璀璨的光电信息企业无不印证着长春

新区光电产业基础雄厚、根基夯实。

“长春新区在光电产业规划上方向明确，重点布局了光电装备制造、激光制造与应用、航空航天、新型显

示与照明、汽车电子五大领域，培育发展半导体集成电路、光+（医疗、汽车、农业等）新赛道。”长春新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依托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吉林大学、长春理工大学等院校在光电领域的技术优势，长春新

区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前沿领域以及国产化替代需求，大力构筑“芯、光、星、车、网”全领域、高端化的光电

信息制造能力，全面提升光电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经过多年培育和发展，形成了产业集群化、园区专业化、

配套优质化的发展路径，全力打造具有品牌带动力的“长春光谷”。

由此可见，在这里“追光”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一区六园一区六园 铸就全新增长极铸就全新增长极
园区和创新平台是创新发展的先行军，是推进产业优化升级的核心载体，更是聚“光”成“链”、聚“链”成

“群”的前沿阵地，园区对长春新区光电产业来说，犹如翅膀之于鸿雁，是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增长极。

在长春新区北湖开发区龙湖大路中轴线上，“长春光谷”地标园区——长春智能光谷产业园内，一座座

现代化工业厂房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围绕“长春光谷”建设，长春新区重点推动长智光谷产业园建设，园区占地面积10.73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21万平方米，共计18栋单体建筑，整体规划“一园、两区、多心”，主要用途为建设标准厂房、技术研发中

心、科技孵化中心、培训中心、展示中心及相关配套设施。

去年8月，市政府、长春新区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签署合作协议，合作共建长智光谷产业园，聚焦材

料与核心器件、高端成像显示与照明、先进装备制造等领域，导入长春光机所产业及智力资源。通过发挥长

春光机所技术和智库优势，通过产业招商、平台搭建，开展技术对接、人才、金融等孵化服务，推动长智光谷

产业园打造成为东北三省环境最优、规模最大的光电信息产业创新基地。

目前，已入驻吉林大学仿生工程实验室、西安大医集团、上海医加医东北总部、长春理工大学新区创新

研究院、长光启衡传感器、吉林云亭石墨烯远红外理疗电热膜项目、长光博翔无人机、吉大超快激光设备智

造等一批优质企业和项目。

作为光电信息产业加速器园区，长智光谷计划5年内引进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家、行业龙头企业3家

至5家、具备上市条件企业5家，引育高端双创人才100名、集聚从事光电信息产业的优秀人才2000余名，辐

射带动长春新区光电信息产业集群规模超百亿元，间接撬动千亿元产值，成为吉林省光电信息产业发展的

新引擎。

被称为“明星企业”摇篮的吉林省光电子产业孵化器，同样聚焦集聚和壮大光电信息产业链。

走进吉林省光电子产业孵化器，创新气息扑面而来，科研实力显而易见，一批科技“大牛”企业和细分领

域“隐形冠军”企业从这里出发并发展壮大。

“园区成立的初衷就是帮助企业搭建成长生态链，同时，努力构建人才优质生态圈。”吉林省光电子产业

孵化器副总经理高士红说，园区秉承“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引进高端创新创业人才、培育壮大光电信息

产业”使命，围绕“核心元器件、激光技术及应用、航空航天信息、新材料与应用、智能制造与装备、半导体显

示与照明、医疗与生命科学”七大产业领域，形成“北斗七星”产业发展格局。

吉林省光电子产业孵化器内还建设了国内最先进的特种金属材料实验室，强化对光电企业的技术支撑

能力，建设了光学实验检测与中试中心、光学测试与装调实验室、光学机械装配实验室等技术服务平台。

截至目前，吉林省光电子产业孵化器累计培育企业140家，培育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省级

专精特新企业6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21家，单项冠军示范企业1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3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占比90%以上，涌现出长光卫星、光华微电子、长光宇航、长光智欧、博翔无人机等一大批高技术企业。

传感器被称为智能时代的“慧眼”，传感器产业园是长春新区布局的又一新兴产业赛道。

“传感器产业园是为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重点打造的具有国际化市场能力的专业

园区。”长春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传感器产业园总投资6.78亿元，建筑面积5.98万平方米，整体规划了6栋

单体建筑，主要建设研发中心、中试中心、标准厂房、地下室及相关附属配套设施。

“目前，项目已经全面启动，其中3号楼和5号楼将7月底前完成主体封顶，其余单体也将陆续完成主体

封顶任务。计划今年年底完成所有主体施工任务。”长春高新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文介绍，项目预

计2025年12月正式投入使用。

目前，传感器产业园已引进高精度光电编码器、气象传感器等项目，未来，园区将搭建概念验证中心及

创新中心，全力打造成为品种齐全、技术先进、质量可靠、国际知名的国家级传感器产业集群。

上兵伐谋，规划先行。为让光电信息产业聚“光”成“链”“链”上开花，长春新区拥有长智光谷产业园、吉

林省光电子孵化器，光智园、璀璨产业园、北湖科技园和在建的传感器产业园等特色产业园区和平台载体8

个，拥有从4米到13米不等举架高度的各类工业标准厂房，能满足不同条件入驻需求，已形成了从前端孵

化、到科技成果转移和产业化、再到规模化生产的全链条体系，成了全省光电信息产业发展主引擎和投资首

选地。

在这里“聚光”，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海纳百川海纳百川 创新之城聚人才创新之城聚人才
人才是创新发展的核心和关键，是所有创新要素中最关键的因素。行走在长春新区，这个感受愈发强

烈，一大批高校、科研机构和科创企业人才在这里追光、发光，有效推动光电信息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究其原因，是长春新区视人才如珍宝，以人才之“聚”，激发创新之“活”，托举产业之“强”，让高质量发展

聚智成军。

在打造“长春光谷”上，长春新区拿出了最大诚意。出台了《长春新区支持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

措施》《长春新区加快长智光谷园区发展若干政策》等系列支持光电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特别是今年，长春

市出台的《加快长春北湖未来科学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更是对产业发展的大力支持和有力保障，这

些政策对场地空间使用、税收减免、资金扶持、人才政策等各方面都是最优惠、最全面、最精准、力度最大。

此外，长春新区产业基金已组建可用于光电信息产业子基金10支，资金总规模达50亿元，这些全方位

的政策、资金支持为企业家投资兴业提供了坚强保障。

唯有敢于创新的地方，才是充满希望的热土，才能海纳百川延揽八方人才。长春新区，作为一座科技新

城，进一步加大改革和创新体制机制力度，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院士专家、海外人才、创新型人才驻足新

区、留在新区、扎根新区，让人才在这里发挥最大光芒，从而熠熠生辉。

“长春新区的人才政策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长春长光辰谱科技公司光电仪器部经理林弘

杨说。

长春新区不断优化迭代人才激励政策，制定更具突破性、最有含金量的人才政策，从1.0版提升到3.0

版，在人才分类定级评定、安家补贴、子女就学、配偶就业等方面给予最大支持。建设欧美同学会海创中心、

院士专家联合会等重大载体，集聚海外人才、高端人才、创新人才。依托重点高校、一院三所、科技产业园区

等，组建“长春新区创新人才联盟”，推动各类人才联合创新、抱团发展。

“这些政策不仅富有含金量，其无形激励作用更力重千钧。”林弘杨说，这些鼓励让自己干起事业来更有

劲儿。“追逐光的事业好像没有天花板。”谈及加入这家初创企业的原因时，林弘杨说，长春是新中国光学事

业的摇篮，光学是这座城市的优势，也是自己追求的梦想。

在长春新区，一批像林弘杨这样的研发团队正在创新发展中扛起大梁，成了产业发展中的一束束光，并

在各自的领域闪闪发光，成为长春新区的“代言人”。

截至今年初，长春新区集聚生物医药、光电信息、先进装备、数字经济等产业人才近10万人，引育人才总

量达17万人，海归人才2000余人，外籍人才近千人，落位及储备海归人才项目18个、院士项目24个，每年新

增大学生就业创业人数近7000人。

风好正是扬帆时，奋楫逐浪向未来。“我们将以‘长春光谷’建设作为重要任务，打造国家光电产业创新

引领区、北方光电高端智造发展示范区、吉林省光电产业集聚发展核心区，力争在3年至5年间建设成为国

际知名、国内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地标。”长春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着力强化发展产业链关键领域，引导高校

院所支撑服务光电产业发展，推动光电产业与重点产业跨界融合发展，积极拓展前沿技术终端应用，培育光

电产业创新生态。力争到2025年，长春新区光电产业规模达到300亿元，培育企业过千家，到2028年产业规

模力争突破500亿元。

在这里成为光，未来可期、不负韶华。

乘势而上乘势而上 问鼎高峰再向前问鼎高峰再向前
2024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是长春市打造光电信息产业千亿级新兴动能增长极的重要举措，潜在的影响

不可估量，将是长春又一张“金名片”，是长春乃至国内光电产业的一场盛会。

长春新区高度重视光博会各项工作，多次召开调度会，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细化每一项任务，举全区

之力筹备光博会。

光博会期间，长春新区共邀请了参展企业129户，按地域划分国际企业3户、域外企业83户、域内企业

43户。参展企业中，域外头部企业有冠捷集团、波长光电、海洋光学、京东方、飞利浦商显、高德红外、湖北久

之洋、安捷伦科技等，域内头部企业有长光卫星、希达电子、永利激光、禹衡光学等重点企业。

长春新区还精心筹划5场光博会平行活动，活动围绕光学、半导体、激光、卫星等领域，由区内行业龙头

企业牵头，打造专业的行业研讨会，各研讨会邀请国内行业专家和域外行业企业参会，进一步促进域内域外

企业间的合作，为长春市光电产业细分领域发展打造新的增长极。

除此之外，长春新区还设计了一系列参观考察活动，在光博会展馆设立摆渡车，以定时发车和不定时考

察结合，让域外嘉宾到长春新区参观明星企业、重点园区、标志建筑，同时参观长春新区规划展览馆，争取与

更多域外企业开展合作。

问鼎高峰再向前。以本届“光博会”为契机，长春新区全力推动“长春光谷”建设，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朝着光电信息产业的美好未来，阔步前行。

聚聚““ 光光 ””成成““ 链链 ”” 聚聚““ 链链 ””成成““ 群群 ””

长春新区加速发展光电产业长春新区加速发展光电产业 领跑领跑““追光追光””赛道赛道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柳青柳青 徐雁秋徐雁秋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硬科技”改变“视界”。

长春长光博翔无人机有限公司全球首创颠覆性创新产品双飞翼无人机。图为长光
博翔无人机全系照片。

长春光华微电子设备工程中心有限公司被动元件制造设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中
高端市场占有率达60%。

吉林省永利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二氧化碳激光器件供应商。
长春希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掌握了LED产品的关键生产工艺，现拥有发明专利300余项，

奠定了在LED显示及照明领域的领先地位。
长春长光辰谱科技有限公司已成为国内领先的光学薄膜技术方案提供商。

长春光华微电子设备工程中心有限公司成功研制出国内首台套商用12英寸全
自动晶圆探针台，各项指标均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长春希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拥有COB集成封装全自动化智能制造的产业化基地。

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建成全球最大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吉林一号”。

长春智能光谷产业园。

春华秋实，岁物丰成。
打造千亿级“光电之城”，正成为长春全面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的新引擎。
追“光”逐“电”中，长春新区一马当先。
近年来，长春新区举全区之力培育打造光电新兴产业，产业总体规模快速增长、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在不断完善创新链、产业链中，发展质效显著提升，呈现出“新”潮澎湃的喜人
景象。

数据无言，记录光电信息产业加速“奔跑”的足迹。作为“国家火炬计划光电信息技术产
业化基地”，长春新区坚持以园区矩阵支撑产业集群发展，成功搭建了 8 个光电信息产业特
色园区平台，集聚了一大批具备比较优势的优质企业。全区集聚长光卫星、希达电子、荣德
光学、永利激光等光电信息企业 360 余户，其中规上工业企业 40 户。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
近 500 项，纯光电制造工业产值占全市一半。在蓬勃发展的态势中，计划到 2025 年，产业规
模达到 300 亿元，2028 年实现产业规模超过 500 亿元……

从“夯基垒台”到“积厚成势”，长春新区的光电信息产业大厦已拔地而起，耸入云霄。
在成绩面前，长春新区不曾懈怠，将借力刚刚拉开帷幕的 2024 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大会

“热潮”，抢抓机遇、加速崛起，既埋头赶路，又抬头看路，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沐风踏
浪，向日而行，再次点燃光电信息产业“高光”时刻。

写在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