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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重庆两江新区草根调研纪要 
 

园区发展初步规模，水土高新园可能是两江新区未来主要增长点 

水土高新园可能是两江新区未来三年最主要的增长点。以京东方为首的电子
信息产业集群在迅速发展，220kV 的变电站已建成，意味着单一企业用电量
可能达到 10 亿千瓦时的规模。大数据与云计算中心初具规模，浪潮、联通、
电信、两江云计算等数据中心外部设施已全面完成，腾讯、阿里也将西南数
据中心或总部落户在距离水土工业园不远的两江新区数字产业园中。联创、
京东方等大型项目陆续开工，很多中小土地区块处于施工状态，还有大量空
闲场地。我们对未来三年水土工业园区经济稳步增长持乐观预期。 

龙兴工业园区，多处商品房拔地而起，医疗、教育等机构将陆续迁入，城市
骨架路网初步形成。鱼复工业园区，毗邻龙兴产业园区南部，发展相对成熟，
道路完善，在建项目较少，仍有较多空闲场地，发展潜力大。两园区主要以
汽车产业、航空等先进制造业为主，2017 年园区汽车产量突破 200 万辆，
全国份额超过 5%。重庆市在不断努力引进更高端的车企，并吸引更多配套
企业入驻，打造更坚实的产业集群，稳步升级可期。 

政策倾斜，具有税收、土地等多种优势，竞争力较强 

两江新区是副部级新区，财政自主，拥有显著的税收优惠、土地优惠，是中
西部城市中可以给出最优惠条件的地域之一，区位主要工业园区产品水运距
离极短，距离空港、保税港道路通畅。三大工业园区目前商品房均价 1.4 万
每平米左右，产业工人薪资不高，招商引资方面具有较强竞争力。 

两江新区发展迅速，电量有望高增长 

工业园区成立之初，电价曾是最大的掣肘，最初曾至少 0.9 元/度，随着两
江长兴等配售电公司参与市场竞争，电价逐步降至 0.6-0.7 元/度。在 2019
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电力部分第一句便是“推动西北电、三峡电入渝
和川渝电联网”。我们预计重庆市出于城市发展以及用电安全的角度考虑，
将大力推动外电入渝，配合国家电改的推进。京东方这种用电规模的公司，
220kV 的变电站已经建成，若年用电量达到 10 亿千瓦时规模，度电节约
0.1-0.2 元意味着每年节约 1-2 亿元成本。 

作为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第三个、内陆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2018 年，
两江新区 GDP 达到 2933 亿元，较 2010 年增长近 2 倍，年均增长 15%。工
业增加值 882 亿元，增长 1 倍。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1992 亿元，增长 1.3 倍。 

未来两江新区有望将成为金融、大数据、新能源汽车、软件设计等新兴产业
聚集地。水土高新技术园区的电子信息产业可能是未来 3 年用电量的主要增
长点；鱼复和龙兴工业园区，随着汽车产业集群完善升级，也有望贡献可观
的用电量规模。预计两江新区用电量将保持明显高于重庆整体水平的较高增
速，其中三大园区在未来三年每年用电量增长有望达到 20 亿千瓦时规模。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波动，政策调整，招商引资不及预期，园区建设缓慢 

  

重点标的推荐 

股票  股票  收盘价  投资  EPS(元) P/E 
 

代码  名称  2019-04-26 评级  2017A 2018A 2019E 2020E 2017A 2018A 2019E 2020E 

600116.SH 三峡水利 8.63 增持 0.35 0.22 0.29 0.31 24.66 39.23 29.76 27.84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注：PE=收盘价/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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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江新区概况 

重庆两江新区，成立于 2010 年 6 月 18 日，是我国内陆地区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

也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后，由国务院直接批复的第三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

两江新区下辖江北区、渝北区、北培区 3 个行政区部分区域。两江新区着眼长远发展，综
合考虑区位交通、资源环境、战略定位和发展基础，与城市功能分区相衔接，在南部区域

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中西部区域重点突出城市综合功能，东北部区域重点发展先进制造

业，逐步推进形成金融商务中心、都市功能产业带、高新技术产业带、物流加工产业带、

先进制造产业带“一心四带”产业空间格局。 

图 1：两江新区地图 

 

资料来源：两江新区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2. 两江新区工业开发区三大园区 

根据重庆两江新区发展规划，新区划分出了十大组团。分别为：水土组团、蔡家组团、悦
来组团、礼嘉组团、观音桥组团、人和组团、唐家沱组团、空港组团、鱼嘴组团和龙兴组

团。其中，水土组团、龙兴组团和鱼嘴组团，分别隶属于两江新区工业开发区三大园区：

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龙兴工业开发区、以及鱼复工业开发区。 

图 2：两江新区十大组团划分 

 

资料来源：两江新区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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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两江新区三大园区位置 

 

资料来源：百度地图，天风证券研究所 

2.1. 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 

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于 2010 年 8 月 18 日挂牌成立。园区地处北碚区嘉陵江东岸，处于重

庆“二环”和都市发达经济圈范围以内，是两江新区打造万亿级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重要组
成部分。园区幅员面积 118 平方公里，涵盖复兴镇、水土镇，规划建设面积 65.52 平方公

里，其中，产业用地 20 平方公里，城市综合开发用地 45.52 平方公里。园区到国博会展中

心 5 公里，到江北国际机场 15 公里，到火车北站 25 公里。园区位于两江新区高新技术产
业带，以“两高三心”(即高新技术产业区、高端人群居住区；数据处理中心、医药外包服

务中心、电子信息软件研发中心)为发展目标，初步形成大数据及云计算服务、光电显示、

半导体照明、数字化医疗设备及生物制药、机器人五大主导产业聚集区。 

根据我们调研的观察情况判断，水土高新园可能是两江新区未来三年最主要的增长点。以
京东方为首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在迅速发展，京东方、莱宝科技周围的园区在快速发展，

企业围墙内竖起 220kV 的变电站，意味着单一企业用电量可能达到 10 亿千瓦时的规模。

大数据与云计算中心初具规模，浪潮、联通、电信、两江云计算等数据中心外部设施已全
面完成，腾讯、阿里也将西南数据中心或总部落户在距离水土工业园不远的两江新区数字

产业园中。此外，神华与德国 Manz 公司合作的薄膜太阳能电池项目已开工。联创、京东

方等大型项目陆续开工，很多中小土地区块处于施工状态，还有大量空闲场地。我们对未

来三年水土工业园区经济稳步增长持乐观预期。 

2.1.1. 大数据及云计算服务产业 

已汇聚腾讯、浪潮、腾龙、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重庆有线、两江云计算等 8

个 IDC 数据中心，总占地 971 亩，协议总投资 347 亿元，协议总规模 7.75 万个机柜，可

容纳 100 万台服务器。目前，两江云计算、中国联通一期、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一期、浪

潮一期均已建成投运。 

2.1.2. 光电显示产业 

以京东方、莱宝科技为龙头，引入康宁玻璃、联创电子、法国液化空气、东进世美肯、住

友化学、翰博光电等 25 家产业链配套项目，覆盖工业气体、电子化学、显示玻璃基板、

背光模组、触控一体化等 40 多个产业环节。目前京东方总投资 465 亿的第 6 代 AMOLED

生产线已正式开工，预计 2020 年投产。 

2.1.3. 生物制药及数字化医疗设备产业 

目前已集聚北大医药、药友制药、华邦制药、博腾制药、润生制药、海默尼制药等 6 大制
药基地。医疗器械方面，依托中关村医学工程转化（重庆）中心、纬创医疗转化中心、富

贵医疗转化中心等创新平台，形成集高端医疗器械、数字化医疗设备、诊断试剂、精准医

疗技术以及健康医疗服务为一体的大健康产业创新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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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制造产业  

已引进川崎、库卡、发那科、ABB 等来水土高新园投资设厂，带动华数机器人、嘉腾搬运

机器人、海浦洛机器人、希普瑞喷涂机器人等一批国内机器人企业入驻。 

2.1.5. 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 

目前落地重庆超硅半导体与 AOS 芯片两大项目，完成晶体生长、硅片切片抛光以及芯片制

造封装测试工艺的布局。超硅半导体项目 2016 年底建成投产，目前已启动二期项目建设。 

图 4：京东方园区及自有 220kV变电站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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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联创电子厂区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拍摄 

 

图 6：川崎机器人厂区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拍摄 

2.2. 龙兴工业开发区与鱼复产业园区 

龙兴工业开发区于 2010 年 7 月 18 日成立。位于渝北区东部，两江新区东北部，含龙兴、
石船 2 个镇，规划总面积 111 平方公里，可建设用地 99.21 平方公里。龙兴工业开发区发
展潜力较大，且城市新区的雏形初现，已具备商住项目的实力。绿城两江御园、中航小镇、

金瓯理工国际等商住项目均已入驻园区。此外，园区已建成重庆理工大学两江校区、和合

家园小学、天堡寨小学、育仁中学、龙兴体育中心一期、龙兴一级消防站等社会公益项目，
美国 IA 高中签约入驻，南开中学开建，德辉体育小镇动工建设，积极推进公立二甲医院建

设，高品质文体设施正加速完善，一条较为完整的教育产业链逐渐形成。预计到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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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将形成“六横七纵”的城市骨干路网。 

鱼复工业开发区位于江北区东部，由两江新区与江北区共同出资开发，包含江北区的郭家
沱街道、鱼嘴镇和复盛镇。工业园距市中心 22 公里，距寸滩保税港 10 公里，距江北国际

机场 15 公里；道路完善，区域内有长江黄金水道，渝怀、渝利、东南环线等 3 条快速铁

路干线，渝宜、两江内环线和绕城环线等 3 条高速公路，4 号、8 号、15 号等 3 条轨道交

通线，将形成“5 横 6 纵 10 节点”的骨架道路体系，具有便捷发达的立体交通网络。 

从实地调研情况看，龙兴产业园的发展超出我们的预期。从龙兴园区的北部进去，迎面而

来的是数十座商品房已拔地而起，还有至少 10 处地基已基本完成，并不像是工业园区，

更像是城市副中心。商品房周边有多家医院、教育设施，包括两江南开中学、育仁中学、
重庆理工大学等学校将陆续迁入新区。总的来讲，园区更像是集教科文卫于一身的城市副

中心。 

龙兴产业园南部毗邻鱼复产业园，两个园区主要以汽车产业、航空等先进制造业为主，拥

有长安、长安福特、北京现代等 8 家整车企业，具备年产 370 万辆整车、100 万台变速器、
450 多万台发动机的生产能力。2017 年园区汽车产量超过 200 万辆，全国份额超过 5%。

但由于汽车产业中传统的燃油汽车比重太大，且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表现相对较差，2018

年重庆市受汽车销量下滑冲击较大。重庆市也在不断努力引进更高端的车企，并吸引更多

配套企业入驻，打造更坚实的产业集群。 

从调研观察来看，相比水土工业园，鱼复产业园发展相对成熟：道路完善、在建园区较少，

空闲场地仍然较多，园区发展潜力较大。 

图 7：鱼复产业园的长安汽车生产园区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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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轮胎生产厂家，包括韩泰与马牌等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拍摄 

 

图 9：鱼复产业园的道路指示明晰，企业众多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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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江新区的优势 

两江新区是副部级新区，财政自主，拥有税收优惠、土地优惠自主权，是中西部城市中可

以给出条件较为优惠的地域之一。2019 年 4 月，两江新区的商品房价 1.4 万左右，产业工

人薪资不高，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3.1. 税收优惠 

区内所有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各类中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到 2020 年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 

对入驻两江新区工业开发区的工业企业，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前 2 年由新

区给予全额补贴，后 3 年按 50%给予补贴。 

区内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或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从获利年度起三年内，按有关规定

提取的风险补偿金(按当年利润额的 3-5%)可税前扣除。 

3.2. 土地优惠 

执行灵活的土地和房屋租赁政策。对重点支持的产业用地实行双优政策。对从事科技开发

的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可安排房屋租金补贴。 

对区内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在项目审核、土地利用、贷款融资、技术开发、市场准

入等方面给予支持。 

3.3. 电价吸引力 

工业园区成立之初，电价曾是最大的掣肘，最初曾至少 0.9 元/度。随着两江长兴等配售电
公司参与市场竞争，电价逐步降至 0.6-0.7 元/度。在 2019 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电

力部分第一句便是“推动西北电、三峡电入渝和川渝电联网”。我们预计重庆市出于城市

发展以及用电安全的角度考虑，将大力推动外电入渝，配合国家电改的推进。若周边省份
低价水电可以入渝，两江新区电价有望降至 0.5 元左右，对工商业企业有很强吸引力。例

如京东方这种用电规模的公司，220kV 的变电站已经建成，若年用电量达到 10 亿千瓦时

规模，度电节约 0.1-0.2 元意味着每年节约 1-2 亿元成本。 

图 10：重庆市电网销售电价表 

 

资料来源：每日财经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4. 两江新区用电量预测 

根据中电联数据，2018 年重庆市用电量突破 1000 亿千瓦时，2015 年以来用电量增速持续

提高，2018 年同比增速达到 11.83%。我们预计 2019 年-2025 年，重庆市用电量 CAGR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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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 7%，有望实现不低于 85 亿千瓦时的年均增量。 

作为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第三个、内陆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2018 年，两江新区 GDP

达到 2933 亿元，较 2010 年增长近 2 倍，年均增长 15%。工业增加值 882 亿元，增长 1 倍。

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1992 亿元，增长 1.3 倍。 

我们预计，未来两江新区有望将成为金融、大数据、新能源汽车、软件设计等新兴产业的

聚集地，两江新区未来 5-10 年的用电增速将显著高于重庆市整体水平。水土高新技术园
区的电子信息产业可能是未来 3 年用电量的主要增长点；鱼复和龙兴工业园区，随着汽车

产业集群逐步完善升级，也有望贡献可观的用电量规模。我们预计，两江新区用电量将保

持明显高于重庆整体水平的较高增速，其中三大园区在未来三年每年用电量增长有望达到

20 亿千瓦时规模。 

图 11：重庆市 2002-2018年用电量 

 
资料来源：中电联，天风证券研究所 

 

5. 两江新区部分已签约项目汇总 

表 1：两江新区部分已签约项目汇总 

序号  名称  签约时间 投产时间 说明  

1 华东师范大学重庆研究

院 

2019/4/2  华东师大首次在上海之外的地区建立研究院 

2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两江校区 

2019/3/2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两江校区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 

3 全球低轨卫星移动通信

与空间互联网项目 

2018/11/30  在重庆两江新区建设项目全球总部，全球低轨卫星通信与空间互

联网系统项目首期投资 200 亿元 

4 长安汽车“新能源产业

园” 

2018/8/23  斥资 102 亿元打造新能源产业园，致力于构建新能源汽车全产业

链 

5 车和家 110 亿智能汽车

制造基地 

2018/8/24 2021 年建

成 

投资 110 亿元在该地区建设“智能汽车制造基地” 

6 重庆超硅半导体建设二

期项目 

2014/5/16  投资 60 亿元 

7 重庆两江新区 25个项目

集中签约 

2017/11/1  签约投资金额达到 174.48 亿元，25 个制造业项目集中签约落户

两江新区，预计产值 633.6 亿元 

8 清华大学西南智能微系

统研究院 

2019/4/7  由清华大学提供技术支持的西南智能微系统研究院将落户两江

新区 

9 重庆两江新区在智博会 2018/8/24  协议投资金额 1081.0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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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共计签约项目 62个  

10 浙大网新智慧城市项目 2019/3/27  为两江新区提供智慧城市管理解决方案，并为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 

11 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  2019/4/9 在重庆成立的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占地 1000 余亩，总投资达

43 亿元 

12 阿里云创新中心  2019/2 底 阿里云创新中心（重庆）总面积超过 11000平方米。截至 2019/2/2，

已经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40 家数字经济行业企业入驻 

13 两航空航天材料钛合金

联合研发中心 

2016/6 月 2019/4/11 “金世利——哈工大钛合金焊接研究中心”，“金世利——重理

工钛合金模具研究中心”，总投资 24 亿元 

14 雪人股份氢燃料电池发

动机项目 

2019/3/20  总投资 45.5 亿元，将通过三期建设，最终达到年产 10 万套氢燃

料电池发动机及电堆等核心部件的产能。 

15 重庆工业赋能创新中心 2019/1/4  由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两江新区、思爱普（中国）有限

公司、重庆大学四方联合共建的重庆市智能制造产业创新服务大

平台的重庆市智能制造产业创新服务大平台——重庆工业赋能

创新中心 

16 四川美院国际设计学院 2018/11/28  预计 2021 年招生 

17 共建新加坡国立大学

（重庆）研究院 

2018/9/20  开展高端研发平台、高新产业孵化基地和教育培训中心建设 

18 软通动力重庆基地项目 2018/4/20  软通动力集团将在两江新区建设西南区域总部 

19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

联互通示范项目两江新

区目前已经吸引了 40个

中新合作项目落地 

2018/10/25  总投资金额达 95.05 亿美元 

20 中德 MEMS 传感器智能

制造基地 

2015/12/3 2016/6 月 中国第一个 “MEMS传感器研发制造基地 ”，中国传感器行业首

个工业 4.0 自动化无人工厂。 

21 武汉烽火众智数字技术

有限公司 

2018/8/3  签约落户两江新区，并将以此为基地，致力于打造智慧警务、智

慧交通、智慧社区、智慧消防及云计算中心等智慧城市产业。 

22 阿里巴巴重庆新外贸服

务中心项目 

2017/8/8  阿里巴巴重庆新外贸（自由贸易）服务中心项目落户两江新区，

将引入更多外贸生态服务商及中小外贸企业入驻两江新区，打造

完善的本地化外贸生态服务体系，促进重庆外贸企业转型升级。 

23 亚信健康产业集团暨中

共重庆亚信健康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委员会正式

揭牌 

2018/7/19  5 年内，该集团将在两江新区投资 19.5 亿元建立总部基地，布局

医疗服务和生物医药两大产业板块。 

24 第九届中国国际军民两

用技术博览会两江新区

共签约项目 67 个 

2018/6/21  签约金额超 180 亿元，涵盖了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

代服务业以及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 

25 重庆两江新区与阿里巴

巴签约，将重庆两江新

区打造成为智能重庆的

核心区和先行区 

2018/1/11  双方将在数字经济重点产业领域、示范应用工程等方面合作，阿

里巴巴中西部区域总部也将落户两江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 

26 同济大学、中科院计算

所落户 

2017/11/22  同济大学与重庆市科委、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签订《共建同济大

学重庆研究院合作协议》；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与重庆两

江新区管委会签订《共建新型高端研发机构协议》 

27 “中新科创园”将落户

两江新区 

2018/5/25  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称 “西洽会 ”）上，重庆

两江新区管委会、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管理局和

中新科融（重庆）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新科融 ”）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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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三方共同打造的 “中新科创园 ”将

落户两江新区 

28 两江集团与猪八戒网合

作项目签约 

2017/1/24  “八戒小镇”和其配套项目“八戒别墅定制”两个项目 

29 全球最大尼克室内主题

乐园 

2018/7/26  将在两江新区保税港区的 “中国摩 ”项目合作开发亚洲首个、全

球最大的尼克室内主题乐园，预计 2020 年对外开放。 

30 和君纵达数据科技公司

落户 

2018/11/8  ，和君纵达重庆基地项目分两期建设，总投资 5000 万，建筑面

积 8300 平。 

31 万华投资集团在渝首个

项目 

2018/1/25  合资项目，位于悦来板块（悦来与水土板块交界处），一期用地

约 350 亩，后续还将拿地开发。 

32 航空发动机叶片项目 2017/4/1  江新区与中国科学院金属材料研究所下属公司中科三耐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协议，将在两江新区投资 5 亿元，打造航

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用等轴晶叶片、定向柱晶叶片和单晶叶片研

制基地，达产后产值约 15 亿元。 

33 重庆两江蓝城农业小镇

项目签约 

2017/5/27  重庆两江蓝城农业小镇项目选址两江新区水土片区观音山 

34 两江新区与中远海运物

流有限公司正式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 

2017/5/26  江新区与中远海运将在供应链物流公共服务平台、大宗商品交割

仓库、大宗商品贸易中心等三大方面展开合作。 

35 重庆—瑞士经贸合作论

坛暨中瑞（重庆两江）

产业园招商推介及集中

签约活动，有 15 个项目

签约落户 

2018/7/17  涵盖大型装备、智能制造、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其中，ABB

变压器及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一期投资将达 19 亿元。 

36 西北工业大学重庆科创

中心 

2018/7/7  双方将在军民融合、科技创新领域探索合作新机制、新模式，高

质量共建西北工业大学重庆科创中心。 

37 总投资 200 多亿元的项

目 

2017/11/6  20 家涵盖商贸物流、总部经济、教育、生态环保、城市综合体等

现代服务业的企业董事长或 CEO 齐聚重庆两江新区，和内陆第一

个国家级新区签下了总投资 200 多亿元的项目。 

38 深圳中兴驾图科技有限

公司 

2018/6/5  中兴驾图将把总部迁至两江新区，由其引入的中兴知行智能科技

研究院也将在两江新区落地 

39 上海众联能创新能源 2018/1/3  上海众联能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计划 2018 年内入驻两江新区

新能源汽车创业创新孵化园。 

40 重庆大鸟迈森 2018/5/25  重庆大鸟迈森智能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鸟迈森 ”）

将正式入驻重庆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 

41 重庆礼德学校落户两江

新区 

2019/2/20  致力于打造国内 K-12 双语教育的全新标杆的礼德学校，将正式

落户两江新区，并计划在 2020 年 9 月开学。 

42 腾讯“超算中心” 2018/4/12  腾讯云（重庆）工业互联网智能超算中心项目（以下简称 “超算

中心”）成功完成签约，并落户两江新区。 

43 家智慧建设企业落户两

江新区 

2018 上半

年 

 中煤科工、成都平伟科技、烽火科技、成都四方伟业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等 4 家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巨头落户两江新区，投资金额

达到 16 亿元。 

44 中建国际装配式建筑生

产及研发基地项目 

2018/5/19  中建国际装配式建筑生产及研发基地项目签约落户两江新区，将

投入 11 亿元生产研发装配式建筑部品。 

45 恩智浦中国汽车电子应

用开发中心 

2017/9/22  希望该研发中心立足重庆，提升重庆汽车电子研发水平，完善产

业生态链，增强产业发展的生命力。 

46 中新金融科创园 2018/5/25  中新金融科创园在重庆两江新区核心区落地并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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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重庆中科德馨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2018/11/13  重庆中科德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科德馨 ”）与两

江新区正式签约，研发体外 HIV 早期快速诊断仪器。该项目预计

于两年后进入产业化，届时产值将会达到 2 亿元以上。 

48 氢燃料电池发动机及其

核心零部件制造项目 

2019/3/20  总投资达 45.5 亿，此次签约项目将通过三期建设，最终达到年产

10 万套燃料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电池发动机及电堆等核心

部件的产能。生产基地达产后，预计产值将达 430 亿元。 

资料来源：两江新区网、搜狐网、新浪网等，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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