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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根头发丝粗细的碳纤维，“拉”出一个战略产业集群

冲击“新材料之王”，威海引爆“要素巨变”
记者 蔡宇丹 威海报道

新质生产力时代，威海正在
将一根头发丝粗细的碳纤维，

“拉”出一个战略产业集群，从全
球最重要的渔具生产基地，转型
为中国碳纤维产业基地，冲击

“新材料之王”这个战略高地。

一根钓鱼竿里
藏着“大国重材”

它，细如发丝、轻如鸿毛，简
简单单一根“丝”，耐得住3000摄
氏度的高温，强度却是钢铁的7—
9倍，还耐酸耐腐蚀，具有超强的
抗疲劳性——— 这就是被誉为“21
世纪新材料之王”的碳纤维。

4月18日，在威海拓展纤维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拓展纤维”)展
厅，董事长丛宗杰给记者现场展示
了碳纤维的这种“极限拉扯”能力。

“一根丝的强度，能拉动一头
牛！”丛宗杰说。一名女记者现场测
试，一根10米长的风电叶片碳梁，
她单手就像拎包一样拎起来了。

拓展纤维母公司——— 光威
复材官网显示，当风电叶片超过
一定长度时，风电碳梁便以其重
量轻、轻质高弹、刚度强成为叶
片制造首选。目前，风电叶片碳
梁是光威复材子公司光威能源
新材料的主要业务。

这种极轻的重量，却能抗极
大强度的“极限减负”能力，让碳
纤维成为材料界的“黑色黄金”，
它的身影常出现在高端体育装
备中，比如价格超过10万元的碳
纤维自行车。

央视大型工业纪录片《栋梁
之材》中，一束一米长的T1000级
碳纤维重量仅0.5克，可以承担500
公斤重量，取筷子粗细的一束，就
能拉动两架C919国产大飞机。这种
T1000级碳纤维，可以用在大型客
机、运载火箭等国之重器的制造和
众多超级工程建设上。

丛宗杰说，拓展纤维的母公司
光威复材，最初研发碳纤维，是拿
来做钓鱼竿的，结果遭遇国外从产
品、技术到装备的“三封锁”。

现在，这家民营企业生产的
碳纤维，从钓鱼竿一下子应用到航
空航天、轨道交通上。从一个民营
小鱼竿厂，到中国“碳纤维之王”，
其爬坡历程充满了传奇———

35年前，光威集团创始人陈
光威接管了威海田村镇一家濒临
倒闭的镇办工厂，将业务转为做鱼
竿。陈光威只有初中文凭，却带领
团队打破国外封锁，成功研制出碳
纤维材料，做出碳纤维鱼竿。

关键是，一家民营企业，还
能承担国家863计划项目，这个过
程中贷款27亿元搞科研，把做渔具
挣的钱，都投入碳纤维研发中，最
终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体系，使中国成为全球少数掌握
碳纤维产业化技术的国家，由此
改变世界碳纤维产业格局。

光威集团董事长陈亮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光威成立30
多年来，只潜心做两个产品：一是
钓鱼竿，二是碳纤维。我们花了15
年时间聚焦碳纤维领域搞研发，先
后投资30多亿元。每一条生产线4
万多个零部件，会遇到2000多个问
题，每个问题都要一一突破。”

正因为做了大多数民企都
做不到的事，2005年，拓展纤维承
担的相关项目，通过国家863计划
项目验收，正式成为碳纤维“国
家队”。2021年，拓展纤维首次申
报中国质量奖即获提名奖。

站在中国供应链安全、自
主、可控的关键点位上，新材料，
不光是大国竞争的利器，也成为
区域竞跑的关键赛道。

2021年，威海为了集中突破
碳纤维全产业链共性技术，以光
威复材为依托，汇集国内顶尖科
研院所的科研力量，成立山东省
碳纤维技术创新中心，集聚100
多名碳纤维领域高端人才，解决
了很多碳纤维复合材料的“中国
芯”和“卡脖子”问题。

这一年，光威复材被山东省
确定为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产业链
链主企业，进阶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新材料产业也被纳入山
东省“十强”产业生态布局。目前，
光威复材已拥有碳纤维制备及工
程化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两个国家级科研平台。

从链式招商
到“精明增长”

那么，光威复材这家链主企
业，如何引燃威海精心布局的又
一条产业新赛道？

目前，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产

业链被列入威海七大产业集群
之一，也是威海初步形成的10条
优势产业链之一。

在产业链打造上，威海有闻
名全国的“代表作”。2015年，在锻
造“全球打印机之都”的过程中，
威海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
产业链招商方法论，创新性、高
效率地配置生产要素。现在，威海
又在用这套方法论，来打造高性能
碳纤维及复材产业集群。

2015年，由政府主导建设，威
海成立了碳纤维产业园。在这个
产业园，每个项目都能找到上下
游企业。碳纤维产业园的二期民
用复材项目中，富碳科技、庚鑫
房车、光轩新材料等企业，先后

“卡位入链”。
光轩新材料的产品为高精

尖树脂，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
轨道交通等一些高端工业领域，
都会用到这种黏合剂。2022年10
月，光轩新材料入链进园，向上
可从拓展纤维购买碳纤维材料，
向下可将产品供应园内多家碳
纤维制品厂，投产不到一年，本
地客户就升至三成以上。

2023年入驻的房车制造公司
威海庚鑫旅居，房车壳体及部分
结构件使用的是碳纤维及其他
纤维复材，整车重量比传统车大
幅减轻，所需复材基本就地配
套，在产业园内采购，大大降低
了制造成本。

生产无人机螺旋桨的山东
锟动动力2023年落户，入园后快
速壮大，现在正在和中航工业南航
(深圳)测控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开
发碳纤维螺旋桨制品，以达到悬停
时间最长、能耗最低效果。

产业链招商的精准卡位，促
使越来越多产业链上的企业和
相关项目落户威海。公开报道显
示，2023年，碳纤维产业园已集聚
碳纤维复材产业链规上企业50余
家，带动威海市碳纤维产业实现
营收270多亿元。

目前，威海拥有碳纤维及复合
材料生产企业200余家，高端领域
碳纤维供应量占全国的70%以上，
已形成全产业链研发生产能力。

记者注意到，在推动新质生
产力发展上，威海提出“精明增
长”的发展思路，具体就是把优
势产业链“做精做细”。

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制备
工艺复杂，堪比芯片，如何在千
吨级生产线上稳定生产，才是真
正的考验。任何一个小误差，都
会导致材料性能偏差，需要对生
产过程严格把控。

在计量检测这个关键环节，
威海煞费苦心打造了一把趁手
的“利器”。2017年12月，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同意，在威海市筹建国
家碳纤维产业计量测试中心(以
下简称“国碳中心”)。国碳中心是
全国第21家、山东省第2家，也是
山东省第一家依托地市级计量
技术机构，获批筹建的国家产业
计量测试中心。

国家级计量测试中心能在“家
门口”落地，这对把控产业“精度”、
提升产业链质量起到关键作用。

链接“链主企业”
走强强联合路子

站在国内碳纤维产业技术
制高点上，威海怎么将碳纤维这
个战略新兴产业打出爆发力？

2023年6月，威海市工信局
在回复威海市人大代表、光威
复材董事长卢钊钧《关于加快
碳纤维产业集群发展的建议》
中写道———

“围绕风电能源、轨道交
通、压力容器等重点领域，加快
推动与乳山风电基地、烟台蓬
莱海上风电基地对接，加强与
中车青岛四方等国内轨道交通
龙头企业合作，推进与潍柴动
力、中通客车等龙头企业储能氢
气瓶项目合作，拓展碳纤维在民用
领域应用。”

这个回复，体现了威海发展
碳纤维这个“新材料之王”的解
题思路：走强强联合路子，主战
场直指山东制造业龙头———

潍柴动力，山东高端装备产
业链链主企业；中车四方，青岛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链主企业；
中通客车，聊城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链主企业。这些链主企业都有
一些共同特质：创新研发能力非
常强，产业生态体系完备，产品
拥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

威海碳纤维产业和这些产业
枢纽合作，双方进行生产要素的创
新性配置，再进行市场转化，促使
龙头企业深度产业升级。双向拉
动、高效转化下，急速放大产能，加

速碳纤维产业集群的发展。
这也意味着，材料领域的创

新，只有和应用端的产业创新强
耦合，高效融合、双向拉动，才能
让新动能涌流、迸发。

公开报道显示，作为山东省三
大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乳
山已成为省内在建项目最多、投资
规模最大的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
业基地。烟台蓬莱海上风电基地，
先后引进东方电气、上海电气、华
能、中广核等项目，意图以国内最
大产能，打造最具竞争力的海上风
电平价上网示范园区。

按照《山东海上风电发展规
划(2021—2030年)》，“十四五”期
间，山东海上风电项目开工总规
模1000万千瓦左右，建设投资
1000亿元左右，带动风电装备及
相关产业产值突破500亿元。到
2030年，山东具备条件的海上风
电规划场址“应建尽建”，迈入全
国海上风电发展第一方阵。

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顶层设
计下，山东聚焦“双碳”目标任务，
以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为契机，打
开了新的产业空间，也让威海碳纤
维产业发展拿到“高能剧本”。

一座“精致城市”
实现“要素之变”

拓展纤维及母公司光威复材，
正是威海民企“做精做优”的样本。

威海市工信局提供的数据
显示，截至2023年底，威海市民
营经济经营主体总数达到45 . 3
万户；全市拥有省级以上单项
冠军、专精特新、瞪羚、独角兽
企业712家，其中民企占比超过
97%。

这支民企大军中，光威从一
个民营小鱼竿厂，成长为航空航天
国防用碳纤维绝对主力军；威高从
一个生产输液器的村镇小厂，发展
成为国内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行
业龙头企业；威达将一个钻夹头的
产销量做到世界第一；天润工业60
多年深耕曲轴主业，做到国内第
一、世界第二……

“隐形冠军”林立，助力区域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再转化到对人才
的吸引力上。目前，威海拥有山东
大学(威海)、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北京交通大学(威海)等11所
高等院校。对一个常住人口291万
的地级市来说，这样的高校资源成
为产业发展的绝对优势。

近年来，毕业生留威率持续提
升，威海市人才资源总量突破66万
人，列中国最具“95后”人才吸引力
城市第43位、山东第4位。

这个地级市高配版“人才链”，
耦合威海的产业链、创新链，有力
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转型。

2024年，威海先进制造业
项目数量实现六连增，由2019
年的96个、2020年的103个，大
幅增加到2024年的499个。威海
在全省首创实体化运行“专精
特新”企业加速中心，拥有高新
技术企业超1700家、国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2680家，建有各类
研发平台总数达1237家。

一个人口不到300万、全国闻
名的“精致城市”，就这样一步步
发生“要素之变”，变成一个创新
资源富集的城市。

在 威 海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产 值 占 比
72 . 7%！不光超过山东其他城市，也超越了
杭州(70%)、苏州(52 . 7%)等新一线城市。
一个地级市如何引爆“要素之变”，锻造出
这样一个优质的产业结构？

4月18日，“行走先行区 看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威海，走进
国内碳纤维龙头——— 威海拓展纤维有限公
司。这家企业从一个民营钓鱼竿小厂，杀进
产业链最上游的高性能碳纤维领域，也引
爆了威海的碳纤维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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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碳纤维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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