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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稀土产业也注定需要谋变而
动才得以生存发展。

作为以稀土冠名的国家高新区，近两年来，包头稀土高新
区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主动把握整个稀土产业转型
升级调整的节奏步伐，与大产业、大形势同频共振，实现了从
“初级向中高端”的跳跃，演绎出稀土产业发展全新的时代“变
奏曲”。

谋变———

政策牵引 助力产业转型

包头稀土高新区稀土产业转型升级最好的一次机遇，来
自于国家层面的大力度政策支持。

2015 年 8 月 8 日第七届“中国包头稀土产业论坛”上，包
头市正式成为国家稀土产业转型升级试点城市，标志着包头
市稀土产业转型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

依据国家有关部门批复的方案，从 2015 年起的 3 年内，
国家将给予包头市近 10 亿元的资金支持。而在首期发放的资
金中，稀土高新区内 36 户企业就申请到扶持资金 2 . 7 亿元。

对正在谋求转型的稀土企业而言，国家政策的扶持无疑
为企业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

在此轮扶持中，天和磁材通过申报新能源汽车用稀土永
磁材料产业化项目，成功争取到 5000 余万元的支持资金。“过
去在稀土原材料的开发利用方面，我们一直是在缓慢走路，现
在我们已开始跑步。特别是在钕铁硼新材料研发上，正在形成
从京津冀、浙江宁波地区逐步向包头稀土基地积聚的效应。”
该公司总工程师董义表示，钕铁硼永磁是目前世界上磁性最
强的第三代稀土永磁体，主要应用于手机、笔记本电脑、核磁
共振等视听、工业、能源和医学等中高端零部件领域。“目前，
公司还成立了内蒙古稀土永磁研发中心，实现了产学研一体
化应用。我们还享受国家稀土产业转移升级的专项扶持，每年
可消化包头本土稀土原材料 1000 多吨。”

而金山磁材则通过申报 5000 吨耐腐蚀高性能钕铁硼电
机磁钢项目，争取到 3000 余万元支持资金。公司董事长靳树
森介绍说，从去年以来，在政策的扶持下，公司发展势头开始
向好，磁材产量逐月提升，预计到 2017 年底磁材产能达到
5000 吨。

从初级稀土原材料的开发利用到中高端新材料的规模化
生产，企业正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寻找着全新的竞争力。

包头稀土高新区稀土产业局局长安四虎表示，转型升级
资金主要是要让国家资金起到引导作用，以加快企业转型升
级的步伐，通过技术改造逐步将成熟的科研成果尽快落地，从
而带动稀土产业转型升级。

早在国家扶持资金发放之前，包头市稀土新材料奖励政
策已率先实施。为了鼓励稀土企业发展，稀土高新区对稀土永
磁材料、储氢材料和抛光材料依据销售额给予奖励，其中，稀
土永磁材料、储氢材料按 4% 的比例奖励，抛光材料按 2% 的

比例奖励，对全年销售量高于上年销售量的增量给予 2%
额外奖励，奖励资金由包头市和稀土高新区两级财政共同
承担。同时，经过市政府与北方稀土的协调，对购买北方稀
土原料的稀土企业实施原材料价格 5% — 10% 的补贴。

真金白银的扶持奖励是看得见的实惠，使企业竞相瞄
准新材料发展壮大自己的产业。

产业集聚会带来竞争，同时也会带来促进与提升。天和
磁材副总经理袁易说：“我们希望包头不仅能成为全国的新
材料基地，更能吸引终端产品企业落户，不只发挥资源的优
势，还要能真正形成从上游到终端应用完整的产业集聚，成
为全球的生产、研发、销售中心。”

求变———

打通节点 壮大下游产业

多年来，由于加工工艺落后和电镀能力的缺失，包头市
稀土产品大多处于原料加工等初级阶段，产业链延伸遇到
了“门坎”。

求新求变从打破瓶颈开始。
近期，从稀土高新区传来好消息，由稀土高新区管委

会、国有科创公司在稀土新材料基地开工建设的一期 1 . 5
万平方米厂房及电镀污水处理厂投产运行，包头市钕铁硼
毛坯就地加工转化率从“零”一步提高到 80% 以上。由此，
稀土高新区稀土应用产品产业链进一步完善，单一原料加
工为主的状况将得以改变。

据包头稀土高新区有关负责人介绍，电镀园区建筑面
积 10 万平方米，总投资 10 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 6 亿元，
它的投产可降低磁材企业电镀成本 40% 以上，形成年电镀
1 . 5 万吨稀土磁材的处理能力，带动本市磁材产量由现在
的 1 万吨提高到 3 万吨以上，在全国的占比由 10% 提高到
20% 以上。“2017 年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电镀 3 万吨磁材
的能力。”

“过去稀土后加工特别是电镀环节在包头相对较弱，现
在随着电镀园区投入使用，我们企业发展没有了后顾之
忧。”包头金山磁材有限公司董事长靳树森说，尽管目前经
济形势并不乐观，但是伴随着电镀园区的全面建成，企业的
效益将得以提升。“我们目前正规划建设年产 5000 吨高性
能烧结钕铁硼，预计在 2018 年建设完成，届时公司的销售
收入、利润都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包头市金蒙汇磁材料有限责任公司钕铁硼磁钢电镀生
产线项目是稀土高新区近日签约的重点项目之一，项目建
设镀镍、镀锌半自动和全自动生产线。该公司董事长孙喜平
说，2010 年以前公司主要做稀土分离，“生产出来的产品主
要作为下游应用产品的原料，充其量是个‘农夫’，在经济下
行时感觉很被动。从 2010 年我就开始萌生做下游产品的冲
动。”孙喜平表示，转型升级是企业必须走的路，再难也要往
前走。

蜕变———

科技创新 护航产业发展

走进国内最大的稀土中试基地——— 包头稀土研究院稀
土材料中试基地，处处可见技术人员忙碌的身影。

中试基地副主任赵明镜说，稀土材料中试基地是稀土
新材料技术成果转化的平台，有效提升了稀土行业的创新
能力和整体科技水平。“截至目前，中试基地已建成稀土磁
性材料中试线、高分子稀土助剂中试线和稀土合金中试线
三条中试线。其中，前两条中试线已经形成工业化生产，孵
化出两家高新技术企业。”

而稀土材料中试基地只是稀土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
影。

近两年来，包头稀土高新区更加注重借势“外脑”，通过
加强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合作，增强稀土产业的科技创新
能力建设，改造传统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开启了转型升级
之旅。

2015 年 3 月，包头市政府与上海交通大学签署成立
“上海交通大学包头材料研究院”。

同年 5 月，“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在稀土高
新区揭牌成立。

上海交大包头材料研究院、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
自成立以来，先后与稀土高新区稀土企业进行了对接，调研
生产工艺，了解技术瓶颈，已在钕铁硼真空离子镀膜技术、
企业自动化生产改造、稀土高技术项目产业化方面开展了
针对性的合作交流。

今年 4 月，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首批重大项目启
动签约仪式举行，来自中科院长春应化所、电工所、力学所、
宁波材料所、包头稀土研究院等八家单位的项目代表分别
就“基于蒸发冷却技术和 Halbach 阵列的大功率盘式无铁
芯永磁风力发电机研制”、“工业机器人用稀土永磁高精密
伺服电机系统的研制”等五个项目签署了诚信承诺书和技
术合同。五个项目的签约，对于服务包头稀土产业发展和促
进包头稀土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包头稀土研究院与中科院化学所的团队合作，成
功试制出新型纳米级稀土抛光液，并与金杰公司合作完成
成果转化落地，高性能纳米氧化铈中试线和电脑硬盘玻璃
基片及蓝宝石抛光中试线投入使用。稀土院还与海尔集团
签订了联合开发磁致冷低温保鲜系统合作协议，也取得重
大突破。

各稀土企业更是你争我赶、抢先争位。稀宝博为公司研
制生产的 0 . 7T 永磁磁共振成像仪，可媲美 1 . 5T 超导磁共
振产品；稀奥科公司生产的镍氢动力电池，批量出口美国、
欧洲市场；长安永磁电机公司研制的特种永磁电机，广泛应
用于航天航空、精密数控机床等领域；宏博特公司的环保型
硫化铈新型颜料，已实现产业化并出口欧美市场。

包头稀土高新区更加依托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创新研发
平台，目前正在实施建设 80 多项稀土产品、技术和装备等
研发和服务平台类项目，着力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关
键技术，提升装备自动化水平，加速一批科研成果转化。如
今，包头稀土高新区已被认定为国家“稀土新材料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

文/张海芳

包包头头稀稀土土高高新新技技术术产产业业基基地地

上海交大包头材料研究院

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

北方稀土办公大楼

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中国稀土在包头。包头稀土高新区作为全国 145 个国家高新区中以稀土资源命名的高新区，地处呼包鄂三市交会的黄金

地带，是包头沿黄地带最具地域和交通优势的创新高地。近年来，包头稀土高新区坚持以“高新特快”为引领，高点定位，以发展稀土产业和高新技术

产业为主攻方向，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打通产业瓶颈、促进资源转化，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打造全国一流创新型特色高新区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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