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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部署原子級製造重大項目
首屆原子級製造論壇在京舉行 冀推動產業技術顛覆性變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廣州
地鐵將可坐到珠海、深圳！南珠（中）城際項目
在廣州十六涌工作井施工現場舉行五台盾構集中
始發儀式，標誌着該項目萬頃沙至二十涌區間進
入盾構施工高峰期。廣州地鐵有關負責人表示，
南珠（中）城際建設加快，將加速粵港澳大灣區
「一張網、一張票、一串城」軌道交通網絡成
形；該項目將銜接深南中城際，串聯起廣深中珠
四市，實現城際、地鐵「無縫銜接」，屆時廣州
市區到中山、珠海、深圳市中心分別50分鐘、
60分鐘、75分鐘左右。

首實現灣區城際與廣州地鐵網互聯互通
據了解，作為國家發展改革委批覆《粵港澳大
灣區城際鐵路建設規劃》的18個近期建設項目
之一，南珠（中）城際分為東西兩段，西段去往

中山，東段聯通珠海。目前正在施工的為西段，
起於廣州南沙區萬頃沙站，止於中山市興中站，
設計最高時速為160公里。此次五台盾構始發
後，區間將有六台盾構同時施工。該線路預留了
自中山市香山站向珠海方向延伸條件。珠海方面
已提出，今年要加快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開
工南珠（中）城際中山至珠海段。

廣州到深圳市中心有望約75分鐘可達
「南珠（中）城際是首條可實現大灣區城際

與廣州地鐵網互聯互通的軌道交通項目，其北
端起點萬頃沙站與廣州地鐵18號線萬頃沙站銜
接。該項目建成後，廣州地鐵將實現『四網融
合』，實現城際鐵路公交化自主化運營。」廣
州地鐵建設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蔣盛鋼表
示。

「南珠（中）城際將貫通廣州地鐵18號線，
並與廣花、芳白城際多線貫通、並行運營。」
蔣盛鋼稱，該項目通車後，廣州市民可以從花
都、白雲機場，通過廣花、芳白城際連通18號
線，再連通至南珠（中）城際，可以直達中
山、珠海。遠期，南珠（中）城際還將與深南
中城際銜接貫通運行，這也意味着廣州市民可
以通過廣州地鐵直達深圳市中心。
蔣盛鋼表示，南珠（中）城際將完善大灣區

城際鐵路網布局，加快打造「軌道上的大灣
區」。據測算，屆時廣州市區到中山市中心、
到珠海市中心、到深圳市中心的運行時間分別
是50分鐘、60分鐘、75分鐘左右。該項目的建
成，會為珠江東、西兩岸居民的出行帶來更加
便捷的交通方式，助力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經
濟建設。

南珠中城際「五盾齊發」穗地鐵將直達珠海深圳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開年以來，從
中央部委到地方動作頻頻，正在更大力度吸引外
資，中國多地正就吸引外資掀起比拚熱潮，紛紛
繪製出持續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
商環境新意十足的「路線圖」，多措並舉開啟招
引外資「倍速」模式。
中國宏觀政策頻頻發力，為經濟平穩運行提供
有力支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對中國經濟
增速的上調，重要原因在於中國採取了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宏觀政策，圍繞外貿、消費、防風險等
綜合施策，相信中國仍有相當大的政策空間，發
力提振經濟、力促高質量發展提速。外商紛紛表
示，根植中國就是抓住了未來，更加堅定了在華
長期發展的決心，認為中國在推動高質量發展、
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將給世界帶來巨大的
合作潛力。
據央視新聞消息，春節後的首個工作日，上海

就發布了新一輪營商環境行動方案，進一步推進
高水平改革開放，增強發展動力和競爭力，全方
位大力度推進首創性改革、引領性開放。浙江今
年準備以「超常規力度」招引外資項目，着力招
引一批高質量、標誌性項目，特別是重大外資項
目，力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200億美元以上。
上海市市場監管局丁辰潔介紹，無論企業的高

管或投資人是在境內或境外，都可以通過網上辦
理，享受到普適的、安全的、高效的政務服務，
讓企業能夠感受到上海整體營商環境的提升。

上月新設外企4588家 同比增74.4%
星展集團首席執行官高博德認為，上海已發展
成為一個繁榮大都市，尤其是金融服務業，包括
各種交易所的發展，如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
上海期貨交易所等交易平台、上海自貿區的發
展，為整個金融系統帶來了很多新的機遇。

中國通過持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鞏固外貿
外資基本盤培育新動能。商務部數據顯示，1月
中國新設外資企業數 4,588 家，同比增長
74.4%，顯示出外資來華熱情高漲，跨國公司依
舊看好中國市場發展機遇，持續深耕加碼「投資
中國」。
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認為，中央政

府在很多方面的政策，如財政、貨幣、房地產、
引進外資、加大開放的力度方面，明顯又往前邁
了一大步。
中國歐盟商會副會長兼華南分會主席高志豪表

示，中國市場未來的發展是積極向好的，因為中
國的經濟體量很大，而且消費者在這裏。
國家發展改革委利用外資和境外投資司司長鄭

持平說：「我們將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聚焦投
資、貿易、金融、創新等重點領域，主動提升對
外開放水平。」

多地多措並舉「倍速」模式引外資 坐着「宇宙飛船」在「賽

博空間」猜燈謎，是一種什

麼樣的體驗？

24日是中國傳統的元宵佳

節，對於家住北京石景山區

的張先生來說，今年的元宵節和以往有

些不同。他和家人一起來到了首鋼園一

高爐內的「SoReal科幻樂園」參加元宵

特別活動。這座由老工業區廢棄煉鋼爐

改造的「元宇宙」主題樂園極具科幻色

彩，於大年初一起正式向公眾開放。

「樂園設置了全息投影燈謎、AI音樂

會等項目，可以和機器人互動，很有意

思。我們玩了兩個半小時，還沒有體驗

完，孩子最喜歡的是 VR太空過山車和

各類VR遊戲。」張先生表示。

「上次進爐芯是二十多年前，穿着隔

熱服從熱風口爬進來，一鍬一鍬扒爐

渣，腳下是火紅的焦炭。現在能坐在這

喝一杯咖啡，想都不敢想。」曾在首鋼

高爐負責煉鐵生產30餘年的老爐長宋靜

林得知此次一高爐重新開放後特意前

來，他在樂園三層的爐芯咖啡廳點了一

杯咖啡，還品嘗了爐灰漢堡、爐渣雞塊

等特色美食。老宋注意到，這裏仍保留

了很多生產時期留下的細節，過去的高

爐熱風口變成了氛圍燈孔，殘存的爐渣

掛在爐芯壁上。

老宋和張先生都是首鋼一路以來成長

和蛻變的見證人。首鋼的前身為石景山

鋼鐵廠，曾是中國產量最大的煉鋼廠之

一，2005年起為適應新時期經濟轉型的

要求走上大規模停產改造之路。冬奧期

間，首鋼滑雪大跳台「雪飛天」一炮而

紅，首鋼也因其極具特色的園區被西方媒體稱為

「工業迪士尼」。如今進入「後冬奧」時代，首鋼

園又將交出怎樣的時代答卷成為新的問題。

早在改造後的一高爐「亮相」前，另一座功勛煉

鋼爐三高爐已經邁開了探索的腳步。除去「銹垢」

後，這座爐容超過2,500立方米的大型高爐，搖身

變成多功能展示空間，成為首鋼園裏最「秀」的地

方。2022年北京時裝周首秀、2022年北京西山永定

河文化節、2023年服貿會等活動紛紛在此舉辦，當

火紅的鐵水變幻為酷炫的燈光，時尚、科技和工業

的「混搭風」幫助首鋼再度「出圈」。

對於很多人來說，首鋼園已成為北京城新的地標

和打卡點，「廢棄工業園區」與「未來科技場景」

的夢幻融合，塑造出獨特的城市美學。

在首鋼集團總建築師吳晨看來，首鋼園改造的核

心在於保留歷史原貌的同時進行技術革新，使其更

好地適應現代社會的需求，並與未來城市功能有機

結合。整個改造非「博物館式」的保護，而是動

態、綜合的過程，最終目的是讓遺產「活」起來，

重新回到城市的生產生活軌道上，成為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報道）香港文
匯報記者25日從中國海油天津分公司獲悉，我
國渤海深層油氣勘探再獲發現，億噸級油田渤中
26-6油田新鑽探井測試產能創新高，新增油氣探
明地質儲量超4,000萬立方米，推動該油田累計
探明地質儲量突破兩億立方米，成為全球最大的
變質岩油田。「按照正常的採收率來計算，渤中
26-6 油田能夠開採的原油量超過 3,000 萬立方
米。提煉成汽油後能夠滿足百萬級人口城市居民
日常交通使用超20年，同時可開採天然氣超110
億立方米，能夠滿足百萬級人口城市居民家用燃
氣超60年，具有可觀的社會與經濟效益。」中

國海油天津分公司副總經理周家雄接受採訪時表
示。

自研勘探技術發現多個億噸級油田
渤中26-6油田位於渤海南部海域，距離天津市

約170公里。日前完成的鑽探評價井——渤中
26-2北2井，在鑽探過程中遇到了厚達118米的
油氣層。測試結果顯示，該井平均日產油超過
390立方米，日產氣更是超過50,000立方米，創
下了該油田新鑽探井測試產能的歷史新高。
據了解，渤中26-6油田的儲層埋藏在海底幾千

米深的潛山裏，主要由變質岩組成，所在位置是

伸展—走滑復合斷裂持續強烈活動地區。傳統
理論認為，這種區域由於斷裂持續強烈活動，深
層油氣藏容易被破壞而難以形成規模性油氣聚
集，此前多家國外知名石油公司鑽探80餘口深
層井均未獲規模發現。
中國海油科研人員針對渤海強活動斷裂帶深層

進行科技攻關，創新提出伸展—走滑復合斷裂
帶深部油氣勘探理論，自主研發超低頻全方位地
震勘探技術，攻克複雜斷裂帶深部地震成像，推
動渤海勘探主戰場由淺部拓展至深部、顯性潛山
拓展至隱性潛山，指導發現了渤中26-6油田等多
個億噸級油田。

中國渤海發現全球最大變質岩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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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製造是通過在原子尺度上進行規模化精
準操控，形成具有原子級特定結構特徵的

器件產品，獲得逼近理論極限的性能。」中國科
學院前沿科學與教育局局長蘇剛在致辭中表示，
原子級製造技術可以形成新質生產力，解決傳統
製造業面臨的諸多瓶頸問題，對材料、納米科
學、微電子與光電子領域的發展有重要意義，同
時為新興產業開闢了新的發展方向。還在半導
體、能源、醫藥等多個領域具備巨大應用前景，
可賦能經濟社會整體發展，是製造領域名副其實
的「根技術」。
據介紹，中國科學院目前已部署若干重大項目，

系統開展原子級製造技術相關的基礎與應用研究，
產出了一系列國際領先的重大原創成果，並且在原
子級製造領域培養了一支優秀的科研隊伍，承擔着
國家級重大任務。
中國科學院院士、南京大學校長談哲敏表示，當
前科技創新已成為國際戰略博弈的主要戰場，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與國家重大需求，加快實現顛覆性技
術和前沿技術的突破，是國家重要的戰略部署，對
於發展新質生產力至關重要。南京大學於2018年建
立了全國第一個原子製造研究中心，已取得眾多成
果和突破，將來會在集成電路加工和先進國防器件
製造中發揮重要作用。

中國科學院院士、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雒建斌
認為，原子級製造可將製造精度以及產品性能推向
極致水平，在未來製造技術和理論方面形成顛覆性
變革，是引領未來產業升級的戰略性技術。以集成
芯片為例，原子製造將推動器件特徵尺寸和加工精
度從當前的十納米微縮至原子尺度，實現同等尺寸
的芯片算力的千百倍提升，未來芯片將通過原子級
製造技術實現更小、更快、更節能。

仍面臨相關領域「卡脖子」挑戰
當前原子級製造相關領域，中國仍面臨許多「卡
脖子」挑戰。中國工程院院士楊華勇表示，中國在

超高精度儀器和電鏡產業依然被美日把控。不過，
國內近期在相關領域取得一些重要進展，如成功
研製出世界上最小的光譜儀，在不少研究方向、
單元技術等方面具備了國際頂尖的競爭力，但走
出實驗室指導關鍵技術突破，引領未來產業發展
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探索。
針對原子級製造的頂層設計，工業和信息化部高
新技術司副司長陳彥丞表示，要形成從技術創新、
產品研製、場景應用到產業化推廣的原子級製造未
來產業協同推進工作機制，構建原子級製造創新發
展生態體系，強化原子級製造戰略力量建設，培養
跨學科的交叉複合型人才和工程型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郭瀚林 北京報道）2月25日，由

國內多家知名高校和科研單位共同主辦的「2024原子級製造論壇

（第一屆）」開幕式及主論壇在京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

聚焦推動原子級製造技術發展，培育未來產業開展探討和交流。香

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原子級製造技術具備廣闊的應用前景，將來

有望在集成芯片製造技術等方面突破發展瓶頸，實現新一輪科技革

命和製造業升級。

◆首屆原子級製造論壇參會專家學者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瀚林攝

◆論壇上十位
學者圍繞發展
原子級製造展
開深入討論。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瀚林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