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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包头市充分发挥稀土资源优势，多措并举
全力推动稀土产业向应用端转移、向高端化发展，稀土
产业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政策配套日趋完善
推动产业进阶发展

《“十四五”新型材料产业基地发展规划》《“十四
五”稀土产业发展规划》和配套的《关于加快引进培育
重点产业领域中高端人才的若干措施》《包头市服务高
层次人才若干措施》等人才政策、《包头市促进稀土新
材料及应用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包头市支持工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等政策的出台，正在为把稀土资
源优势更好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赋能。今年，
包头市工信局深入推进稀土上游企业自动化升级改
造，按照“2+2+N”稀土产业发展路线，优化服务，加大
重点新材料企业培育力度，全力推动稀土新材料向长
链条、宽领域、高质量发展。1 到 6 月，稀土新材料及应
用企业实现产值同比增长 68.3%，稀土产业实现产值
同比增长 111.4%。

项目建设持续发力
拉动行业高速增长

包头市确定了“土地奖补、投资奖补、原料供应奖
补、电价优惠、研发应用新技术奖补、金融扶持奖补、财
税奖补”七个方面的支持政策，同时，紧紧抓住新能源
汽车快速发展以及双碳战略带来的发展机遇，积极向
国家工信部和自治区工信厅争取增加稀土生产总量计
划，同比增长 40.5%。韵升年产 15000 吨高性能稀土
永磁材料智能制造项目将是行业内首个提出并实施

“数字化车间”和“黑灯工厂”的智能制造项目；科锐微
磁年产 5000 吨淬磁粉产业化项目、大地熊年产 5000
吨高端制造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等 37 个项目将在年
内竣工投产，项目建设呈现出进度快、质量优的特点，
在建项目投资额、项目数均创历史新高。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科技成果落地开花

包头市具有国内最完备的稀土领域技术创新体
系，涵盖研发、测试评价、情报分析、标准制定、中试实
验、成果转化各个环节。

建设项目科技水平大幅提高。金力永磁目前是全
球单厂规模最大的烧结钕铁硼企业，年复合增长率最
快，在风电领域、空调压缩机领域以及新能源汽车领域
全球排名第一。大地熊通过开发和应用全过程气氛控
制技术、晶界掺杂改性技术，所生产的烧结钕铁硼产品
的综合性能更高，高综合性能产品的磁能积+矫顽力超
过 78，居国内领先水平；包头市科锐微磁新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研发的热压磁粉工艺，填补了我国在各向同
性粘结磁粉与热压磁粉的技术空白，磁性能是国内同
类产品的 1.3 倍，打破了美国在粘结磁体领域的垄断地
位。安泰北方承接了钢铁研究总院与包头稀土研究院
在稀土永磁材料方面的技术创新沉淀，是稀土高值化
应用领域的领军企业。

终端应用项目不断落地。包头江馨微电机科技有
限公司的产业化基于全新稀土永磁材料的摄像头用高
精度对焦马达(VCM)，打破被国外阿尔卑斯、三星电机
等厂家垄断的局面，填补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产业空白，
同时也延伸了稀土磁性材料终端应用领域，公司的市
场地位已跻身业界前 5 名之列。包头市英思特稀磁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异形注塑钕铁硼磁器件，可
大幅提升稀土磁性材料的附加值，填补自治区的空白，
打破美国、日本等国的垄断，是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
业，为今年自治区仅有两家入选企业之一。

发展思路清晰明确
招商引资成效明显

在深入研究优化产业布局的基础上，制定了稀土
产业链招商方案，结合包头市稀土资源优势和园区产
业定位编制了包头市稀土产业分布图。围绕稀土产业
上下细分梳理产业链，在前期招商落地项目的基础上，
重新对尚未落地在包头的排名前列稀土企业进行梳
理，并成立招商专班继续对稀土新材料及相关产业开
展招商对接，探索开展多途径招商。截至目前，签约稀
土产业项目 43 个，协议金额 236 亿元。在谈稀土项目
25 个，其中迈格钠磁将投资 20 亿元建设稀土永磁应用
产业综合体；北方稀土与青岛中加特合资投建稀土永
磁高效电机项目，主营永磁变频调速一体机，可促进稀
土镨钕产品向终端高附加值应用领域转化，加快稀土
永磁电机产业布局，延伸磁性材料产业链。目前，全国
综合实力前十强的稀土磁材企业已有 6 家落户包头。

产业升级
打造高端优质产业集群

加快发展“2+2+N”现代稀土产业体系，优先发展永磁、
储氢材料产业，重点发展抛光、发光、催化材料产业，积极发
展稀土永磁电机、稀土特种合金等“稀土+”产业，全力带动
稀土永磁终端应用产业迅速崛起。

在包头中鑫安泰磁业有限公司，镧铈车间提速技
改项目正稳步推进。施工现场，机电工段、工程部工
作人员细心指导施工人员对设备进行接线调试，项目
预计8月完工，届时可大大提升企业稀土金属生产线
运行能力。

走进包头稀土高新区稀土应用产业园包头江
馨微电机科技有限公司新建的 2000 余平方米百级
无尘车间，一条自动化程度达全国顶尖水平的自动
对焦音圈马达生产线正在上演稀土高精尖精密仪
器高质、量产的“速度与激情”。

“企业在原有 10 条生产线基础上，又按照工业
互联网智能化绿色工厂标准新建了 5 条。新建生
产线不仅节约人工 50%以上，还实现了产量、产值

‘双翻番’，为企业打造‘智能工厂’‘黑灯工厂’打下
坚实基础。”企业副总经理蒋煜说。

聚力产业高水平创新，赋能稀土高质量发展。近
年来，包头稀土高新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发展“2+2+N”现代稀土产业体系，优先发展永
磁、储氢材料产业，重点发展抛光、发光、催化材料产
业，积极发展稀土永磁电机、稀土特种合金等“稀土+”
产业，全力带动稀土永磁终端应用产业迅速崛起。

在产业发展方面，重点推动稀土永磁产业做
大做强，“十四五”末磁材产能占全国一半以上；拓
展稀土储氢材料应用领域，发展高性能抛光粉、抛
光液，纳米级氧化铈抛光粉，推动稀土抛光盘、抛
光布产业化，建成全球最大的抛光材料生产和销
售集散地；转化及推广稀土在钢铁、铜、镁铝合金、
特种高温合金、金属后处理等领域的应用；实现稀
土发光材料在高能量密度激发光源、全光谱照明
及广色域高清显示、高性能生物农业照明材料及
器件的应用。

在项目招引方面，突出招大引强、招新引优，
主 动 对 接 稀 土 行 业 头 部 企 业 ，加 速 延 链 补 链 强
链，促进稀土产业向宽领域、高水平、深层次、集
群化发展。

在技术创新方面，认真落实自治区《关于加快
推进“科技兴蒙”行动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

施》等政策，依托稀土研究院、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
新中心、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上海交大包头
材料研究院等院所优势，集中力量攻关“卡脖子”技
术难题，打通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为稀土产业注入强劲内生动力和科技支撑。

包头稀土高新区实施稀土新材料及应用领域
核心技术攻关，细分市场，提升主导产品质量和培
育优质产品品牌，建立以名优产品为主导的品牌
认 证 体 系 ，实 现 产 业 绿 色 高 质 量 发 展 ，力 争 到
2025 年稀土产业实现产值千亿元以上。

从原料除渣、除铁，到烘干、焙烧、粉碎，再到粉
体精密分级⋯⋯近日，位于上海交大创新产业园的
包头华明高纳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正在
加紧生产稀土抛光粉。这种应用于精密光学仪器玻
璃、集成电路基板玻璃等制品的抛光材料，市场反应
良好，订单供不应求。

在上海交大创新产业园，孵化企业内蒙古晶
陶锆业有限公司的 6 条彩色粉体生产线同样处于
紧张生产状态。公司副总经理任玉成告诉笔者，
公司采用高能球磨技术生产的彩色稀土氧化锆粉
体原始粒径达到了纳米级，具有粒径均匀、烧结活
性高等特点，目前已接到了来自长三角、珠三角地
区的订单。

在稀土产业竞争白热化的高端细分市场，给包
头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这样的“新面孔”留出成
长空间。企业负责人仝泊涛表示：“我们依托上海
交通大学金属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国际首
创且唯一的原位自生稀土氧化物颗粒强化钛合金
技术，还有等温锻造、精密铸造等方面的技术，已制
备出直径达 580毫米、重量 1.5吨的国际最大尺寸钛
基复合材料铸锭，实现了在航空航天、核电、船舶、
高端设备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

上海交大包头材料研究院副院长杨剑英表示，

目前，产业园已有 46 家企业入驻，落地了高性能稀
土铝合金、高精度稀土抛光粉、稀土稳定彩色氧化
锆等 7 个填补内蒙古自治区技术和产业空白的成
果转化项目。

创新是稀土产业发展的生命源泉。包头稀土
高新区着力在高性能稀土功能材料重点领域，提升
原始创新能力，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知识产权
体系建设，构建特色鲜明、结构合理、集约高效、产
业共生耦合的稀土产业发展体系。

据悉，当前，包头稀土高新区已汇集稀土企业
115 家，从业人员超万人，永磁产业由过去单一的
烧结永磁，发展到烧结、粘结、钐钴永磁并存的产业
格局，由过去的中低端产品占多数，到现在的中高
端产品占绝对优势，实现合金、氢破、后加工、电镀、
检测、装备等细分领域的全产业链就地配套。

着眼高起点布局，着力产业规模和行业地位
的快速提升，如今，包头稀土高新区正积极实施

“科技兴蒙二十五条”“新型研发机构十五条”等
政策举措，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政策链、
资金链的深度融合，着力在稀土产业延链、强链、
扩链、补链上下功夫，全力推动稀土产业向宽领
域、高水平、深层次、集群化发展，不断增强稀土
产业发展综合竞争力。

世界稀土看中国，中国稀土看包头！
近年来，包头市努力将习近平总书记“转变‘挖土卖土’依靠资源发展传统模式”的殷殷嘱托转化为生动实践，紧扣“2+2+N”战略发展思路，围绕“提升稀土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全新发展目标，做足做好永

磁、储氢、催化、抛光、合金五大产业“链”上文章，以高强度研发投入加速稀土向“世界级创新”进军，推动稀土“老招牌”持续绽放“新光彩”。

□吕学先

科技赋能
激发稀土产业创新活力

2021 年数据显示，包头稀土高新区稀土原材料就地转
化率由 50%提高到近 80%，稀土功能材料及应用占比由 37%
提高到 53%。

包头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包头韵升强磁产业园区。

稀土公园稀土主题雕塑。

长安永磁电机生产车间。

中车电机公司风力发电机生产车间。

稀土研究院稀土科研实验室。

英思特稀磁磁性材料生产线 。

江馨微电机手机摄像头马达生产线江馨微电机手机摄像头马达生产线。。

天和磁材钕铁硼磁性材料生产车间天和磁材钕铁硼磁性材料生产车间。。

上海交大包头材料研究院赛孚
尔高纯氧化铝生产车间。

稀土高新区创业园区稀土高新区创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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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位于上海交大包头新材料产业园内
的上交赛孚尔（包头）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
历经 5 年的潜心探索，经过小试送样—设备调试—
试生产等环节，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高纯氧化
铝系列产品正式大批量生产。

“今年上半年，赛孚尔销售额比去年同期翻了 4
倍多，这都得益于企业对工艺流程的改进。我们在
高纯铝提纯技术基础上，对下游的直接水解法绿色
氧化铝制备技术进行了优化，形成了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短流程、低成本、绿色无污染高纯氧化铝生
产工艺。”企业副总经理王玉国说，赛孚尔在国内首
次制备出 5N5 和 6N 超高纯铝锭，可促进内蒙古铝
工业与半导体蓝宝石产业相互融合，有力奠定内蒙
古在全球高纯电子材料生产领域的地位。

而近年来，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加
速转型，通过添加一定量的重稀土元素，可使一块
儿 3 × 2CM 大 小 的 稀 土 永 磁 体 耐 温 等 级 达 到
150℃。用这样的 100 片稀土永磁体约 2-4 公斤，
即可组成一台新能源汽车用永磁电机。

包头天和磁材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董义告诉
笔者：“企业通过重稀土扩散技术和独特的产品原料
配比，使生产稀土永磁体过程中的重稀土用量从原有
占比4%以上降低到1%-2%。批量下线的钕铁硼稀

土永磁体稳定性可靠、抗退磁
能 力 强 ，受 到 市 场 的 高 度 青
睐。今年，来自新能源汽车企
业的订单急剧增长。”

企业发展之变是包头稀土
高新区以科技赋能传统产业改

造升级推动稀土产业之变的写照。以高效技改为抓
手，以数字化转型为引领，以高端产品为导向，为传
统产业换装新引擎，催动其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
化、融合化发展。

包头稀土高新区加快稀土产业工业互联网布
局，在自治区率先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在企
业中接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设备 1000 多台，
应用了 45 个工业软件及 APP、240 个工业互联网应
用模块，促进数字技术与稀土产业深度融合，赋能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效率效益双提升。

稀土是不可再生资源，要让产业绿色、可持续
发展，必须打好科技创新这张王牌。

近年来，包头稀土高新区先后建成稀土应用
产业园、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稀土新材料产
业基地、中科院稀土创新产业园、上海交大包头
新材料产业园，在全国稀土专业化园区建设方面
起到率先示范效应；引进包头市首家外籍院士工
作站“稀土磁性材料应用院士工作站”，着力解决
制约企业高端产品生产的关键核心技术和行业
共性难题；建成国内最大的稀土新材料深加工表
面处理中心，突破包头稀土永磁材料后加工电镀
瓶颈，形成年产 5 万吨的稀土新材料表面处理能
力，有效延伸了产业链并提高了就地成品化率效延伸了产业链并提高了就地成品化率。。

20212021 年数据显示年数据显示，，包头稀土高新区稀土原材包头稀土高新区稀土原材
料就地转化率由料就地转化率由 5050%%提高到近提高到近 8080%%，，稀土功能材料稀土功能材料
及应用占比由及应用占比由 3737%%提高到提高到 5353%%，，稀土永磁材料年设稀土永磁材料年设
计产能达到计产能达到 1010 万吨万吨，，位居全国前列位居全国前列。。目前已有北目前已有北
方稀土方稀土、、宁波韵升宁波韵升、、中国中车中国中车、、大地熊大地熊、、金力永磁等金力永磁等 88
家稀土产业相关上市公司在这里投资建设家稀土产业相关上市公司在这里投资建设。。

优化环境优化环境
加速稀土企业集聚成势加速稀土企业集聚成势

包头稀土高新区已汇集稀土企业包头稀土高新区已汇集稀土企业 115115 家家，，从业从业
人员超万人人员超万人。。永磁产业由过去单一的永磁产业由过去单一的烧结永磁发展烧结永磁发展
到烧结到烧结、、粘结粘结、、钐钴永磁并存的产业格局钐钴永磁并存的产业格局。。由过去的由过去的
中低端产品占多数到现在的中高端产品占绝对优势中低端产品占多数到现在的中高端产品占绝对优势，，
实现合金实现合金、、氢破氢破、、后加工后加工、、电镀电镀、、检测检测、、装备等细分领域装备等细分领域
的全产业链就地配套的全产业链就地配套。。

北方稀土。

本版图片均由包头稀土高新区党群工作部提供本版图片均由包头稀土高新区党群工作部提供

□吕学先 贾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