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１

“世界光谷”建设重点任务、关键举措和保障措施责任分工

序号 任务名称 重点任务、关键举措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一、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打造世界级原始创新策源地

１

建设世
界级原
始创新
承载区

１争创光电子信息领域国家实验室,推进光电子信息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优化
重组,支持九峰山实验室、江城实验室、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平台聚焦化合物
半导体、新型存储器、量子精密测量等领域打造世界一流科研实验基地,争创国
家实验室在鄂重要基地.到２０２５年,力争获批光电子信息领域国家实验室.到
２０３０年,依托光电子信息国家实验室诞生一批前沿和颠覆性原创技术成果.

省科技厅
省发改委、武汉市
人民政府

２推动精密重力测量设施运行,加快建设高端生物医学成像、国家作物表型组
学研究、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优化提升等设施,推进武
汉先进光源研究中心、磁约束氘氘聚变中子源等设施预研预制.

省发改委
省科技厅、武汉市
人民政府

３建设世界一流光谷科学岛.到２０２５年,光谷科学岛基础设施全面建成,一批
创新平台投入使用.到２０３０年,光谷科学岛全面建成,成为国际一流的创新集
聚区.

省科技厅、武汉
市人民政府

省发改委、省经信
厅、省 自 然 资 源
厅、省住建厅

４加快推进国家先进存储产业创新中心、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国家数字
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等重大产业创新平台建设,推动氢能制造业创新中心、长
江新型显示产业创新中心等创建国家级平台.加快建设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
心.推进微机电系统 (MEMS)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化合物半导体创新中心等
服务平台建设,提升国家光电子信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平台服务功能,引
导创新平台面向产业链开放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设备.

省科技厅

省发改委、省经信
厅、省 农 业 农 村
厅、省 市 场 监 管
局、武 汉 市 人 民
政府

５打造全球化合物半导体创新中心.到２０２５年,实现４条化合物半导体试验线
全国产替代,完成基础领域研究、新材料、新工艺的集成验证, “生长”出从光
芯片、光模块到光器件的产业链条.到２０３０年,建成化合物半导体领域面向全
球开放、共享的集成创新研究中心,覆盖基础技术前沿研究、产业链集成验证、
产业孵化等环节,引领全球化合物半导体技术进步.

省经信厅
省发改委、省科技
厅、武 汉 市 人 民
政府

—
６３

—



序号 任务名称 重点任务、关键举措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２

加强原
创性引
领性技
术攻关

１争取设立国家级光电子信息科技创新专项.深入实施 “尖刀”技术攻关工程,
深入探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光谷方案”.创新 “产学研用一体化”
机制.突破存储芯片、超高速光收发模块专用芯片、功率半导体芯片等一批产业
关键核心技术.

省科技厅
省发改委、省经信
厅、武 汉 市 人 民
政府

２实施 “尖刀”技术攻关工程.到２０２５年,推动１００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到
２０３０年,攻克一批 “卡脖子”技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竞争力大幅提升. 省科技厅

省发改委、省经信
厅、武 汉 市 人 民
政府

３鼓励高校院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开展战略性前沿技
术创新.加强 ６G、量子通信、超高速光传输、化合物半导体、微机电系统
(MEMS)、三维异质异构集成等技术攻关,形成一批重大原始创新成果.

省科技厅
省发改委、省经信
厅、武 汉 市 人 民
政府

４支持颠覆性技术创新.以国家科技创新２０３０重大项目等为指引,组织高校、
科研机构、企业开展下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未来能源、未来材料等领域跨
学科颠覆性技术研究.

省科技厅
省发改委、省经信
厅、武 汉 市 人 民
政府

５紧密跟踪全球在物质、空间、地球等领域的科学研究新动态,鼓励开展 “原
创性、交叉性、颠覆性”无疆界创新,抢抓新物质、新特征、新属性带来的重大
关键技术突破、交叉融合创新、颠覆性创新机会.

省科技厅
省发改委、省经信
厅、武 汉 市 人 民
政府

３

强化科
教深度
融合协
同创新

１在东湖科学城建设国际科教融合集聚区,支持组建基础学科研究中心.高标
准规划建设国际一流东湖高等研究院.支持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
研究院、地下空间工程科学创新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大学武汉学院以及云湖智
慧平台、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抗病毒疫苗药物研发中心等建设,推动中国
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半导体研究所等建设前沿交叉研究平台.

省科技厅
省教育厅、武汉市
人民政府

２布局建设高水平协同创新中心.加快建设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建设一
批机制体制灵活、市场适应能力强的新型研发机构.支持一批重大科技成果项目
开展延展性研究和转化应用.到２０２５年,建设４０家高端新型研发机构.

省科技厅
省教育厅、武汉市
人民政府

３支持高校院所联合科技领军企业,采取 “学科＋产业”的模式建设未来产业
科技园.加快建设华中科技大学光电与医疗装备未来产业科技园,与武汉大学协
同创建地球空间信息国家未来产业科技园.培育一批未来产业领域初创企业.

省科技厅
省教育厅、武汉市
人民政府

—
７３

—



序号 任务名称 重点任务、关键举措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４

加大科
技领军
企业培
育力度

１支持龙头企业打造掌握国际话语权的科技领军企业.支持 “专精特新”“单项
冠军”企业发展成为全球细分行业领军企业.支持领军企业组建高能级产学研创
新体系化平台,共建任务型联合体承担国家科技专项等重大任务.支持领军企业
建立垂直整合一体化业务模式,通过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
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鼓励领军企业开展国际专利布局和国际标准创制.到
２０２５年,培育百亿级以上科技领军企业２０家,新增省级以上产业创新联合体
５个.

省经信厅

省发改委、省科技
厅、省 市 场 监 管
局、武 汉 市 人 民
政府

２培育千亿级科技领军企业.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培育１家千亿级科技领军企业.
到２０３０年,培育２家千亿级科技领军企业.

省经信厅、武汉
市人民政府

省发改委、省科技
厅、省市场监管局

二、聚焦光电子信息核心,打造世界级新兴产业引领地

１

推动光
电子信
息核心
领域率
先突破

１紧跟全球光电子产业发展趋势,充分发挥东湖高新区技术领先优势,保持战
略定力,以智能光电集成芯片、器件为核心,重点发力存储器芯片、三维集成、
化合物半导体、硅光芯片等领域,加强产业关键核心环节重大技术突破与原始创
新,推动优势领域率先突围.

省经信厅
省发改委、省科技
厅、省商务厅、武
汉市人民政府

２搭建国际领先的硅光芯片创新平台.到２０２５年,完成１２英寸基础硅光流片
工艺开发,形成国际领先的硅光晶圆代工和生产制造能力.到２０３０年,打造１２
英寸硅基光电融合工艺线,建成全球前三的硅光芯片特色工艺线,器件性能达到
国际领先,形成广泛的光电子芯片加工能力.

省经信厅
省发改委、省科技
厅、武 汉 市 人 民
政府

２

打造世
界级光
电子信
息产业
链条

发挥光电子信息核心领域引领带动作用,加快培育和完善集成电路、光通信、新
型显示、激光、光电传感、智能终端、软件及信息服务、数字健康、智能网联汽
车、数字建造等细分产业链条,形成在全国乃至全球形成话语权的产业板块,塑
造更多发展优势,汇聚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光电子信息产业链.

省经信厅

省发改委、省科技
厅、省商务厅、省
卫健委、武汉市人
民政府

３
培育未
来产业
新赛道

发挥优势产业基础和创新资源优势,现阶段重点布局６G 通信、脑科学、元宇
宙、区块链、量子科技、新一代人工智能等领域,鼓励未知领域新产业新业态的
探索和发展,大力支持企业家、科学家、投资者等多元主体开展未来技术研发和
创业,打造特色鲜明、引领发展的未来产业先导示范区.

省科技厅
省发改委、省经信
厅、省商务厅、武
汉市人民政府

—
８３

—



序号 任务名称 重点任务、关键举措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三、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打造世界级活力生态涵育地

１

壮大创
新型中
小企业
群体

１实施初创企业 “春苗”行动,大力支持 “硬科技”创业.强化孵化加速服务,
打造引领类标杆孵化器. 省科技厅

省委组织部、武汉
市人民政府

２实施高成长企业 “助跑”行动,深入实施 “光谷瞪羚企业培育计划”,提升
“光谷瞪羚塬”服务功能.培育一批光电子信息领域高估值潜在独角兽、独角兽
企业,吸引相关企业总部或 “第二总部”.到２０２５年,累计培育瞪羚企业１６００
家、独角兽企业１０家.

省科技厅
省委组织部、省发
改 委、省 商 务 厅、
武汉市人民政府

３实施高新技术企业 “成林”行动,支持企业搭建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开发中
心、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鼓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企业
与创新平台之间建立长期深入创新联动机制.到２０２５年,集聚高新技术企业
１００００家,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达到１２０家以上.

省科技厅
省发改委、省经信
厅、武 汉 市 人 民
政府

４建立光谷场景创新促进中心.围绕 “数字光谷”“光车联动”等领域打造一批
具有示范效应的标杆场景.加快建设智能网联汽车示范道路,支持多等级自动驾
驶全场景落地.举办光谷新经济场景大会.

武汉市人民政府

省经信厅、省发改
委、省科技厅、省政
务办、省住建厅、省
交通运输厅、省卫健
委、省文旅厅、省教
育厅、省生态环境厅

２

打造全
球顶尖
人才集
聚地

１实施顶尖科学家引进培养工程,大力引进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科学奖项获得者,加快集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及海外
发达国家 (地区)院士.联合高校院所挖掘培养一批战略科学家梯队.到２０２５
年,引进培养全球顶尖科学家９０名.到２０３０年,成为全球顶尖科技人才聚
集地.

省委组织部
省科技厅、武汉市
人民政府

２实施光谷企业家培育工程,吸引汇聚战略企业家、关键性创新人才、连续创
业者、青年科技人才等高层次创新人才.到２０２５年,集聚高层次创新人才
５０００名.

省委组织部
省科技厅、省经信
厅、武 汉 市 人 民
政府—

９３
—



序号 任务名称 重点任务、关键举措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２

打造全
球顶尖
人才集
聚地

３高水平建设华中科技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深入推进工程硕博士培育改革专
项试点,举办全球光电子信息卓越工程师大赛.支持高校院所建设高水平特色学
院、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院,推进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
到２０２５年,培育卓越工程师２０００名.

省委组织部
省科技厅、省教育
厅、武 汉 市 人 民
政府

４集聚头部投资人、科技咨询人才、复合型技术经纪人、高素质涉外法律人才、
知识产权人才、人力资源人才等高端服务人才. 省委组织部

省科技厅、省教育
厅、武 汉 市 人 民
政府

５定期发布 “光谷招贤令”,深入实施人才 “注册制” “积分制”,优化人才评
定、评价和激励机制.支持国家实验室、湖北实验室深入探索人才举荐制.畅通
人才跨体制流动渠道,加大 “科技副总”选派力度、 “产业教授”培养力度.完
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人才评价机制,给予 “专才” “怪才”竞争机会.发挥光谷
人才集团作用,完善人才环球猎聘、安居工程、园区运营等 “引育留服”的全过
程服务.打造光谷国际客厅,建成一体化服务平台.完善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功
能,打造外籍人才 “一站式”服务平台.

省委组织部、武
汉市人民政府

省经信厅

３

强化科
技与金
融深度
融合

１大力集聚金融服务机构.加快建设光谷科创金融城.加快培育法人持牌金融
机构,支持设立专注服务科技创新企业的科技银行、保险公司.支持各类金融机
构在东湖高新区设立总部直属科创金融专营机构.做大做强本地金融控股集团.
支持各金融机构在东湖高新区设立理财子公司.打造中部地区风投创投中心.到
２０２５年,私募基金及基金管理人达到１０００家.

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人民银行湖
北省分行、湖北
外汇管理局、湖
北证监局

省财政厅、省科技
厅、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湖北监管
局、武 汉 市 人 民
政府

２深入探索科创金融服务新模式,打好 “财政政策＋金融工具”组合拳.深入
开展 QFLP试点.建设光谷金融数据专区,深化 “政策沙盒＋光谷金融大脑”
建设模式.完善政府、银行、保险、担保等多位一体的科技融资支持体系.

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人民银行湖
北省分行、湖北
外汇管理局、湖
北证监局

省财政厅、省科技
厅、省市场监管局、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 湖 北 监 管 局、
武汉市人民政府

３深入实施上市 “金种子”培育工程,壮大上市企业后备库,联合各部门、金
融机构、交易所等各方力量夯实上市服务团队,推动企业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创新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探索建立科创板上市 “绿色通道”机制.到
２０２５年,力争上市企业达到１００家.

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人民银行湖
北省分行、湖北
外汇管理局、湖
北证监局

省发改委、省市场
监管局、武汉市人
民政府

—
０４

—



序号 任务名称 重点任务、关键举措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３

强化科
技与金
融深度
融合

４高质量建设东湖科技保险示范区.做强东湖科技保险发展促进中心.大力发
展贷款保证保险、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产品
研发责任保险、知识产权保险和出口信用保证保险产品.引导保险资金投向重大
基础设施和重大产业项目.

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人民银行湖
北省分行、湖北
外汇管理局、湖
北证监局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 湖 北 监 管 局、
武汉市人民政府

４

构建多
层次开
放合作
网络

１大力引进全球知名企业和机构到东湖高新区设立研发中心,鼓励本土企业、
高校院所在全球创新枢纽设立离岸创新中心.鼓励高水平实验室、科技领军企业
发起和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加强与驻外使领馆、外国商协会、国
际科技园等合作,打造世界知名的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争取国际科技组
织在武汉设立分部.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抱团出海”.举办系列国际论坛、
展会,完善进出口企业服务联盟,搭建多层次产业国际交流平台.到２０２５年,
海外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１５００件,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达到１５％.

省科技厅

省 政 协、 省 经 信
厅、省商务厅、省
知识产权局、省市
场监管局、武汉市
人民政府

２举办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东湖科学论坛.到２０２５年,将东湖科学论坛打造成为国
家级创新论坛.到２０３０年,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水平、前沿性的创新论坛. 省科技厅 武汉市人民政府

３打造承载国际产业交流合作功能的 “光博会”.到２０２５年,将 “光博会”打
造成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光电子信息开放平台.到２０３０年,“光博会”国际影响
力进一步彰显,成为 “世界光谷”的闪亮名片.

省经信厅、武汉
市人民政府

省政府办公厅、省
科 技 厅、 省 商 务
厅、省 知 识 产 权
局、省 通 信 管 理
局、中科院武汉分
院、省贸促会

４推进与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合作,加强与长春、西
安等地在光电子信息等关键领域的创新合作,推动中部地区产业创新共同体建
设,推动科技服务一体化、创新券通兑通用、科技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科技人才
自由流动等政策协同.

省科技厅、省发
改委

省委组织部、武汉
市人民政府

５高标准推动武汉新城光谷区域规划建设,加快建设武汉新城筑芯创研空间、
光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空间等十大重点项目,推进建设武汉新城跨组团联系通道,
打造以武鄂黄黄为核心的武汉都市圈重要节点.加强光谷、车谷、网谷、星谷联
动发展.与鄂州、黄石、黄冈等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周边区域联合建设一批 “双
向飞地”,打造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１小时配套圈.发挥武汉都市圈人才发展联
盟作用,推动建立人才一体化互动融通机制.

省发改委

省委组织部、省自
然资源厅、省科技
厅、武 汉 市 人 民
政府

—
１４

—



序号 任务名称 重点任务、关键举措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５

打造体
制机制
创新样
板

１．建立市场与需求导向的重大科技计划攻关机制.实行 “揭榜挂帅” “赛马制”
“委托制”等新型科研项目组织机制.探索实行项目经费使用 “负面清单＋包干
制”改革.探索建立重大原创性、颠覆性、交叉学科创新项目的非常规评审机制
和支持机制.完善重大创新平台建设经费保障机制、运行管理机制、开放共享机
制和考核评估机制.深化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长期使用权改革,
开展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试点,完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免责机制.推进一套体
制机制改革措施.到２０２５年,取得若干重要的创新改革成果,为全国提供示范
经验.到２０３０年,推动一批体制机制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

省科技厅

省委组织部、省发
改 委、省 教 育 厅、
省经信厅、省财政
厅、省地方金融监
管局、武汉市人民
政府

２．支持东湖高新区在核定的机构和人员 (员额)编制总数内,自主设置内设机
构,自主决定员额管理人员选用、调配、管理、任免和奖惩.构建有利于吸引留
住人才的薪酬激励机制.

省委组织部 武汉市人民政府

３．深入探索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和国际贸易 “单一
窗口”向全链条拓展.大力发展与国际接轨的民商事仲裁、会计、审计、管理咨
询等商务服务业,支持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知识产权等科技服务业发展.实施
“数据跑全程”行动,优化 “一网通办” “一事联办” “一窗通办” “跨市通办”.
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行 “沙盒监管”和触发式监管.

省发改委

省商务厅、省政务
办、省 市 场 监 管
局、武 汉 市 人 民
政府

６

营造宜
居宜业
宜创环
境

１统筹治山、理水、营城,塑造公园城市特色风貌.严守流域安全底线,深入
推进河湖长制.加快建设光谷中央生态大走廊,深入探索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建
设模式.加强 “双碳”园区建设,提高绿色能源使用比例,大力发展绿色建筑,
推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动碳中和绿色技术应用推广.

省生态环境厅
省发改委、省科技
厅、省住建厅、武
汉市人民政府

２完善多层次安居保障体系,建设高舒适度科学家社区、高品质国际社区、集
中式青年人才社区和各类人才公寓,推进科研、商务、居住、生活等空间融合和
多功能耦合,推进更具吸引力的大学毕业生安居举措.加快构建公平普惠高效优
质教育体系,引进建设高水平国际学校.强化与国际接轨的医疗健康服务供给,
畅通高层次人才及其家属就医 “绿色通道”.着力引进和培育一批名师名校长、
医疗领域 “一把刀”、文化领域 “一支笔”.创新社会治理体系.

省住建厅
省教育厅、省商务
厅、省卫健委、武
汉市人民政府

３厚植 “敢于冒险、鼓励创新、崇尚成功、宽容失败”的光谷文化基因,唱响
“光谷青桐汇”“３５５１国际创新创业大赛”等品牌活动.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
精神.加快建设光谷文化中心、光谷城市书房、光谷音乐厅等文化设施.发挥主
流媒体和新媒体矩阵作用,推介光谷品牌.

省委宣传部
省委组织部、省科
技 厅、省 文 旅 厅、
武汉市人民政府

—
２４

—



序号 任务名称 重点任务、关键举措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四、加强统筹保障,汇聚建设 “世界光谷”强大合力

１
坚持高
位推进

建立部省共建工作机制,加强与国家部委对接,上下联动加强总体设计和改革先
行先试,推动专项资金、政策支持和重大项目布局,争取以科技部、中国科协和
湖北省名义在光谷定期召开 “世界光电智能大会”.成立 “世界光谷”建设领导
小组.制定 “世界光谷”建设任务清单、项目清单、责任清单.

省政府办公厅

省发改委、省科技
厅、省经信厅、省
财政厅、武汉市人
民政府

２
加强政
策支持

研究出台 “世界光谷”建设专项支持政策,完善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人才引进培
养、关键技术攻关、科技领军企业培育、科创金融服务、开放合作等方面政策体
系.完善各类创新政策跟踪评估及动态调整机制.推动出台科技创新中心、数字
经济发展等相关地方性法规.

省科技厅、武汉
市人民政府

省委组织部、省发
改 委、省 经 信 厅、
省财政厅、省地方
金融监管局、省政
务 办、 省 市 场 监
管局

３
加大资
金投入

加大东湖科学城建设财政专项资金投入,加强新增债券、再融资债券支持.按照
“一集群一基金”思路,组建总规模达千亿级的产业基金群.发挥省集成电路基
金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协同功能,支持企业对接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
引导基金、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进行股权融资.加大省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专项、省科技创新专项等资金支持力度.

省财政厅、武汉
市人民政府

省发改委、省科技
厅、省经信厅

４
强化土
地供给

加强土地空间规划统筹和土地资源要素保障,将东湖高新区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林地占用指标、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纳入省级统筹保障.加快推进激光等产业基地
建设,优先保障科技领军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重大创新平台等用地需求.
加强先进制造业空间设计技术指引.推进标准地、新型工业用地 (M０)供应.

省自然资源厅

省发改委、省科技
厅、省经信厅、省
商务厅、武汉市人
民政府

５
创新集
群治理

成立世界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科教委员会、企业联合
会.加强光谷智库建设,培育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战略咨询服务机构.深入探索
集群数字化治理,搭建 “光谷产业大脑”.鼓励公众参与 “世界光谷”建设.

省经信厅、省科
技厅

省发改委、省商务
厅、省 市 场 监 管
局、省政务办、武
汉市人民政府

—
３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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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世界光谷”光电子信息产业重点布局的关键技术方向

产业领域 技术领域 关键核心技术方向 前沿引领技术方向 依托单位

集成电路

材料/设备

半导体及光学用石英材料
化合物半导体材料
磁光晶体
高分辨率光刻胶
高纯湿化学品
印刷电路板材料
键合工艺成套装备
硅通孔薄膜沉积成套装备

三维存储材料与器件
液化空气、联华林德、普莱克
斯、凹凸电子、华工激光等

IC设计/
IC制造

电路设计仿真软件
三维电磁仿真软件
超１Tbps容量承载芯片

基于有机分子的存储器件

DNA存储与纳流离子器件
忆阻器类脑芯片
存算一体智能芯片
量子存储

长江存储、武汉新芯、芯动科
技、高芯科技、凹凸科技、昊
昱微电子、梦芯科技、武汉光
华芯、飞思灵微电子、武汉九
同 方、高 德 红 外、中 船 微 电
子、飞恩微电子;国家先进存
储器产业创新中心、湖北江城
实验室等

封装测试
先进存储封装工艺
光电混合共封装技术
晶粒 (Chiplet)封装技术

前沿先进封装技术
芯茂半导体、思达尔、精测电
子等

—
０５

—



产业领域 技术领域 关键核心技术方向 前沿引领技术方向 依托单位

光通信

光纤光缆

用于光纤预制棒的高纯石英衬套管
高端光纤涂覆材料
半导体及光学用石英材料
磁光晶体
铒镱共掺光纤
耐高温耐辐照长寿命光纤光缆技术

空分复用光纤
多芯少模光纤
空芯光纤
传感用光纤

C＋L宽波段光纤
超宽谱光纤放大器

长 飞 光 纤、烽 火 通 信、长 盈
通、锐光信通、武汉睿芯、长
芯盛;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
心、湖北光谷实验室等

光芯片/
光器件/
光模块

４００Gbps/８００Gbps及以上的光模块
高维度灵活栅格 WSS器件及核心芯片
硅光芯片流片工艺
超高速光收发模块专用 TIA 芯片和驱
动芯片
光电单片集成技术
高速大容量成帧交换芯片

NPU分布式交换处理芯片
高集成度宽带接入 OLT芯片

５G基带芯片

４００G及以上速率高速DSP芯片
硅光集成芯片

５６ GBaud高速激光器与光探测器芯片

高速集成光器件及相干光模块
硅基薄膜铌酸锂芯片
光电芯片三维堆叠 (异构集成)
超１T交换芯片

Tb/s硅基光电子集成芯片及合封技术

１００ GBaud高 速 激 光 器 (或 调 制 器)
与光探测器芯片

海思光电子、光迅科技、武汉
敏芯、云岭光电、光安伦、华
工 正 源、武 汉 灿 光、长 飞 光
坊、长飞光系统;国家信息光
电子创新中心、湖北光谷实验
室、九峰山实验室等

光通信
设备及
系统

大容量长跨距海缆中继技术

超大规模 MIMO天线技术
下一代超１００G PON全光接入技术
下一代超大容量光传输设备,超高速、
超大容量、超长距、超智能光通信系统

６G空天一体化组网技术

６G的通信－ 感知 － 计算一体化前沿
技术

烽火通信、长光科技、迈威通
信、中信科移动;国家信息光
电子创新中心、湖北光谷实验
室、湖北珞珈实验室等

—
１５

—



产业领域 技术领域 关键核心技术方向 前沿引领技术方向 依托单位

新型显示

材料/设备

液晶材料
特气材料
彩膜材料

OLED有机发光材料
封装材料
聚酰亚胺
掩膜版
化学品
清洗设备
检测设备
喷墨打印设备
蒸镀装置
封装设备
检测生产设备

打印 OLED技术
量子点 OLED技术

MicroLED技术

Micro OLED技术

MiniLED技术

尚赛光电、华烁科技、易安爱
富、依麦德、中显科技、正源
高理、瑞普赛、精测电子、武
汉颐光等

显示屏制造

LCD新型显示模式技术
全彩色反射式LCD技术
百万级超精细背光分区显示技术
叠屏技术
硅基 OLED微型显示器技术

AR－HUD抬头显示
智能激光车灯

３D全息显示

３D光场显示技术
激光微距投影

武 汉 天 马、华 星 光 电、华 引
芯、华显光电、凹凸电子等

激光
激光材料/
元器件

高纯石英材料
掺铥光纤
掺镱光子晶体光纤
薄片增益器件
激光光束高性能半导体激光器芯片
高功率激光光束调制器件
激光白光光源
超快激光器种子源技术
高性能半导体激光器芯片
大功率激光加工头

下一代激光器用特种光纤

优光科技、武汉睿芯、聚合光
子、长进光子、锐光信通、威
佳 激 光、光 奥 科 技、光 谷 互
联、锐科激光、华工激光、云
岭光电等

—
２５

—



产业领域 技术领域 关键核心技术方向 前沿引领技术方向 依托单位

激光 激光器

单模１４xxnm 泵浦激光器
无惯性激光高速扫描器件
高功率大能量超快激光器
用于精密加工的固体激光器
用于高效率清洗的光纤激光器
高功率中红外激光器
白光激光器
医疗用激光器
泛半导体材料激光加工工艺 (退火、检
测、清洗、切片等)

特殊用高能激光
激光器阵列
单模２０kW 光纤激光器
数十万高功率光纤激光器
高效太阳能电池激光转印技术
钙钛矿电池激光加工技术
激光跨尺度极端制造工艺
Mini/microLED激光加工技术 (巨量
转移、剥离、解键合、修复等)
下一代激光器

锐科激光、华工激光、帝尔激
光、科 威 晶、大 族 金 石 凯 激
光、安扬激光、长飞光坊、华
日 激 光、华 族 激 光、武 汉 锐
晶、纤目激光、斯优光电等

光电传感

传感器制造

光栅阵列应变/温度/振动传感光缆
光纤传感网络用特种光芯片与器件
MEMS陀螺传感器芯片
热式 MEMS流量芯片
小像元高温工作 (HOT)红外芯片
基于多层陶瓷的固体电解质 NOx传感
器芯片以及基于该芯片的传感器封装及
应用技术
小型化集成式气体传感器
红外阵列传感器
可调谐半导体 (TDLAS)激光气体传
感器
高透射率低阻塞带通和温度漂移的热释
电探测器
低功耗长寿命 DLCO (肺弥散功能测
试)用微量CO\CH４ 及CO２ 传感器

超细径耐高温高密度的光栅阵列传感
光纤
集成式智能传感器和微系统模组
微系统三维异质异构集成技术
低成本长寿命的家用光学 CO 气体传
感器
仿生传感器
电芯级电池热失控监测传感器
基于 MEMS工艺的 MOX气体传感器
固体燃料电池用高温气体传感器

四方光电、理工光科、华工科
技、开特股份、北立传感、巨
正 环 保、华 敏 测 控、中 航 传
感、久之洋、优斯特、天眸光
电等

应用产品

制冷/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
百万像素级双色双波红外探测器
微流红外探测器
高灵敏度超声波探测器

环境光谱分析
基于气体传感器的智能化自适应性预混
式壁挂炉开发
基于核心传感器的燃气工业锅炉燃烧优
化系统

四方光电、高德红外等—
３５

—



附件４

“世界光谷”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重点创新平台

序号 类　　别 名　　称 依托单位 批复部门 批复时间 主要研究方向

１

２

３

国家级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

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 华中科技大学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０７年
短脉冲磁体、长脉冲磁体、长短
合成脉冲磁体

精密重力测量研究设施 华中科技大学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６年
高精度原子绝对重力测量、重力
梯度测量、卫星重力测量

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优化
提升

华中科技大学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２１年
超高 脉 冲 磁 场、高 低 温 超 导 磁
体、多时空脉冲强磁场调控

４
国 家 产 业 创 新
中心

国家先进存储器产业创新
中心

长江存储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８年
新型存储器、特种存储器、物联
网芯片 (５G芯片)、智能芯片

５

６

７

国家工程实验室

光纤传感技术国家工程实
验室

武汉理工大学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０９年
光纤传感新原理和新理论、光纤
传感工程应用理论与技术

下一代互联网接入系统国家
工程实验室

华中科技大学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０９年
高速光纤接入、宽带无线接入、
物联网接入、智能业务接入、安
全可信接入

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
程实验室

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７年

教育数据可视化技术、动态监测
与智能决策技术、综合建模与分
析技术、教育数据融合与共享技
术、学习过程追踪与量化技术

—
４５

—



序号 类　　别 名　　称 依托单位 批复部门 批复时间 主要研究方向

８

９

１０

国家地方联合工
程实验室

地理信息系统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实验室

武汉中地数码
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１年 自主可控地理信息系统支撑软件

通信光电子技术国家地方联
合工程实验室 (湖北)

武汉光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６年 光通信器件

数字化材料加工技术与装备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６年

塑性成形技术与装备、增材制造
(３D打印)技术与装备、等静压
成形技术、快速三维测量技术与
装备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国 家 工 程 研 究
中心

光纤通信技术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２１年
光纤通信技术、数据通信技术、
无线通信技术与智能化应用技术

移动通信及车联网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２２年
移动通信与卫星通信、车联网、
SoC与安全芯片、测试仪表

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 国家发改委 １９９５年
激光加工前沿技术、工业光纤激
光器、工业超快激光器、激光智
能制造、激光精密加工

光纤传感技术与网络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

武汉理工大学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２１年 新一代大容量光纤传感网络技术

制造装备数字化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重型机床
集团有限公司等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２１年
制造装备数字化设计、数字化控
制、数 字 化 检 测、数 字 化 制 造
工艺—

５５
—



序号 类　　别 名　　称 依托单位 批复部门 批复时间 主要研究方向

１６

１７

国 家 工 程 研 究
中心

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２１年

教育数据可视化技术、动态监测
与智能决策技术、综合建模与分
析技术、教育数据融合与共享技
术、学习过程追踪与量化技术

下一代互联网接入系统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２１年
高速光纤接入、宽带无线接入、
物联网接入、智能业务接入、安
全可信接入

１８
国家地方联合工
程研究中心

大数据技术与系统国家地方
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９年
系统软件与体系结构、分布式系
统、网络空间安全、大数据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国 家 企 业 技 术
中心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烽火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０３年
通信系统设备、光纤及线缆、数
据网络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华工科技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０６年
光电子技术、激光技术、传感器
技术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长飞光纤光缆
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０７年 通信光纤、通信光缆、晶体光纤

武汉虹信通信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技术中心

武汉虹信通信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０年
移动通信设备、视频监控及传输
系统、公共安全技术设备、高频
开关电源系统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中冶南方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１年
钢铁、能 源 环 保、基 础 设 施 建
设、民用建筑、自动化控制、智
慧城市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武汉光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２年

半导体材料生长半导体工艺与平
面光波导、光学设计与封装、高
频仿真与设计、热分析与机械设
计、软件控制与子系统开发

—
６５

—



序号 类　　别 名　　称 依托单位 批复部门 批复时间 主要研究方向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国 家 企 业 技 术
中心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武汉高德红外
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５年 红外热像仪

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武汉中原电子
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６年
无线通信设备、电子系统工程设
备、电池、电子应用产品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南
瑞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武汉南瑞有限责任

公司技术中心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６年

新型 成 套 装 备、智 能 配 用 电 装
置、胶浸纤维高压干式套管、金
属化膜电容器

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中心

武汉精测电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７年 半导体、显示、新能源测试

武汉理工光科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武汉理工光科
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８年 新一代光栅阵列传感技术

武汉烽火众智数字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武汉烽火众智数字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９年 智慧城市与行业信息化

武汉达梦数据库股份有限公
司技术中心

武汉达梦数据库
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２１年 数据管理与数据分析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中心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２１年
移动通信天馈系统射频子系统及
器件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分中
心)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２１年
光束传输、先进固体激光器、连
续激光器、脉冲激光器、半导体
激光器、光学器件

３４
国家产教融合创
新平台

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
平台

华中科技大学
国家发改委、
教育部等 ２０２１年

集成电路材料、器件、工艺、芯
片、测试、应用全链条研究

—
７５

—



序号 类　　别 名　　称 依托单位 批复部门 批复时间 主要研究方向

３５

３６

国家制造业创新
中心

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
武汉光谷信息光电子
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１７年
高速光芯片、硅光芯片、量子芯
片、集成芯片

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
中心

武汉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１８年
航空发动机、航空航天飞行器、
轨道交通装备等领域的核心工业
软件和核心工艺装备

３７

３８

国 家 技 术 创 新
中心

国家数字建造技术创新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 科技部 ２０２２年

数字化设计与 CIM、智能感知与
工程物联网、智能工程机械与建
造机器人、工程大数据平台与智
能服务

国家智能设计与数控技术创
新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 科技部 ２０２２年
智能系统设计工业基础软件、高
端数控系统、智能制造系统工业
基础软件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全国重点实验室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 科技部 ２０１７年
信息光电子、能量光电子、生命
光电子

磁共振波谱与成像重点实
验室

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
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２３年
磁共振波谱方法学和谱仪技术、
原子分子量子态光场调控、原子
频标基础及应用研究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
实验室

武汉大学 科技部 １９８９年

航空航天摄影测量、遥感影像信
息处理、地球空间信息系统、３S
集成与多媒体通讯、导航与位置
服务

智能制造装备与技术全国重
点实验室

华中科技大学 科技部 ２０２２年
数字制造基础理论、先进加工工
艺与方法、数字制造装备关键技
术、数字制造系统

—
８５

—



序号 类　　别 名　　称 依托单位 批复部门 批复时间 主要研究方向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全国重点实验室

光通信技术和网络全国重点
实验室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科技部 ２０２２年
光网络、光接入、光纤光缆、光
器件及其集成

光纤光缆先进制造与应用技
术全国重点实验室

长飞光纤光缆
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部 ２０２２年
光纤光缆制造工艺及技术、预制
棒制备

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
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

科技部 ２０１１年
地球动力学过程数值模拟、现代
大地测量关键技术与设备、大地
测量新方法和新技术

强电磁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 华中科技大学 科技部 ２０２３年
电磁特性分析理论与方法、高电
磁参数单元技术、复杂电磁系统
优化与控制

４７

４８

４９

国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国家多媒体软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武汉大学 科技部 １９９６年
音视频编码共性技术、多媒体数
字安防技术、多媒体大数据分析
技术

国家卫星定位系统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
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

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
科技部 １９９８年

卫星精密导航定位、广域实时差
分技术、国土规划与测绘应用、
环境 与 灾 害 监 测、安 防 监 测 系
统、公共位置服务、智能交通工
程、精密授时守时

国家数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 科技部 １９９９年
数控技术基础理论、高档数控系
统关键和共性技术、先进制造工
艺与方法—

９５
—



序号 类　　别 名　　称 依托单位 批复部门 批复时间 主要研究方向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国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国家企业信息化应用支撑软
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
清华大学

科技部 １９９７年

集成化产品设计方法及平台技
术、多领域物理系统统一建模与
仿真技术、复杂机电产品集成设
计技术、结构多学科优化技术、
产品协同设计技术

国家防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 科技部 ２００５年

防伪功能材料与结构、人工智能
与机器视觉、防伪检测与设备、
防伪印制工艺与设备、光学防伪
与全息技术、多媒体处理与信息
安全、生 物 特 征 识 别 与 身 份 安
全、智能传感与物联网技术、区
块链与防伪溯源、综合防伪集成
技术

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 科技部 ２００９年

数字化学习标准与技术、数字教
育公共服务体系与软件系统、教
育资源集成与开发、数字媒体内
容集成与开发

国家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科技部 ２０１３年
虚实融合的新一代 GIS 体系架
构、地理环境先进感知、地理空
间智能认知、地理综合仿真决策

５４ 湖北实验室 湖北光谷实验室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

集成光子学、光子辐射与探测、
激光学科与技术、能源光子学、
生物医学光子学、多模态生物医
学影像、量子科学与技术

—
０６

—



序号 类　　别 名　　称 依托单位 批复部门 批复时间 主要研究方向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湖北实验室

湖北珞珈实验室 武汉大学 湖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

高精度时空基准与智能导航定
位、空天科技关键芯片与核心装
备、空天信息人工智能方法与安
全技术、空天信息探测与实时智
能服务

湖北江城实验室 －－ 湖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

新型存储材料器件及机理、三维
集成核心关键工艺、新型存储器
芯片架构与设计、存储器芯片制
造用关键设备及基础材料

湖北九峰山实验室 －－ 湖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

信息 光 电 子 技 术、微 纳 电 子 技
术、多模态网络与通信、智能传
感器、基础科研条件与重大科学
仪器设备研发、高性能制造技术
与重大装备、多材料融合 PDK、
多级 沟 槽 碳 化 硅 器 件、太 赫 兹
通讯

湖北东湖实验室 －－ 湖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

综合电力系统、轨道交通、新能
源船舶动力系统等领域应用基础
理论研究、关键技术攻关、重大
装备与系统研制

—
１６

—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军区,各人民团体.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察委,省法院,
省检察院.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９月６日印发

—２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