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水平特色园区
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制造业大市，广东省佛山市的最大优

势是制造业，最大抓手也是制造业。为破解

“产业不成带、工业不连片”问题，推动产业“物

以类聚”、成行成市，佛山市加快建设制造业创

新高地，打造“十大创新引领型特色制造业园

区”，以高水平园区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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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看台

产业快讯

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
十年间快速增长

本报讯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

息司司长乔跃山表示，2012年~2021年，我

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

11.6%，营业收入从7万亿元增长至14.1万亿

元。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务收入从2.5万

亿元增长至9.5万亿元，年均增速达16%。

乔跃山是在9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举行的“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主题

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乔跃山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规模效益稳步增长，创新能力

持续增强，企业实力不断提升，行业应用持续

深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集

成电路、新型显示、第五代移动通信等领域技

术创新密集涌现，基础软件、工业软件、新兴

平台软件等产品创新迭代不断加快。

以基础电子元器件为例，乔跃山说，目前

已支持培育700余家电子元器件领域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组织开展重点电子元器件

产品工艺“一条龙”示范应用。我国电子元器

件产业整体规模已突破2万亿元。

“近年来，我们着力推动北斗产业高质量

发展，不断完善北斗产业链，北斗应用规模不

断扩大。”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

徐文立说，2022年上半年，新进网手机中有

128款支持北斗，出货量合计1.32亿部。

乔跃山表示，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

进一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围绕产业链关键

环节加强攻关突破，培育优质企业，引导产业

链各环节协同创新，促进电子信息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 （张辛欣）

□ 程余夫 郝梦瑶

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积极培育经济新增长极，始终把“双

招双引”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和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走出

一条精准招商、产业招商特色之路。

顶格推进
千方百计“合力招引”

现在的包河区，招商氛围日益

浓厚、项目建设落地有声、产业链条

渐趋完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发展

底气更足、实力更强、质量更高。

近年来，包河区围绕主导产业，

从全区范围内选调在职在编人员，

组建金融、创意文化、人工智能视

觉、新能源暨智能网联汽车4个重

点产业链专班。目前，专班密切跟

进重点项目70个，已签约产业链重

点项目10个。通过“云上”洽谈招

引“链上”企业，创新实施“云洽谈”

“云签约”“云服务”等线上招商方

式，实现线上招商不停步。今年以

来，全区投促系统召开项目推进视

频会超60次，云签约项目3个。同

时，不断充实重点产业链专班工作

力量，增派一批干部到经济发展一

线，推进“延链、补链、强链”，为经济

发展注入新活力。

在此基础上，积极对接省政府

十大专班承接项目。借力滨湖科

学城区位和政策资源，实施项目联

动，开展联合招商。同时，依托现

有的招商引资组织体系，聚焦长三

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先发地区，充

分发挥驻外招商分局驻点优势，加

强与省、市驻外联络处和异地商会

的联系，有效获取项目线索。

此外，出台招商引资考核奖惩

办法，树立新业绩导向，激励先进、

鞭策后进。奖罚之间，招商干部激

情奔走、一往无前，灵活多样的招商

形式闪亮登场，促成一批项目签约，

招商成果“遍地开花”。

精准发力
主导产业“链式发展”

今年2月，安徽省新能源汽车

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发展推进会

在合肥举行。会上进行了20个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领域的重点项目签

约，总投资约357亿元。其中，包河

区参与了大多数项目。

“以产业链促招商、以引资促产

业链壮大、以壮大的产业链魅力吸

引更多的商与资，这是一个良性循

环。”包河区相关负责人说。目前，

落户包河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企

业近80家，已形成区域产业高地，

这也是包河精准招引的一个缩影。

围绕重点产业链，全区加快实

施数字经济、总部经济“双核驱

动”，加快产业集聚发展。推动金

融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引进更多优

质金融机构、金融企业和金融项

目，构建全功能、全周期、全产业链

的金融产业生态系统，打造全省乃

至区域性金融中心；依托国家广播

影视基地和全省文化创意战新基

地，积极引进一批文化创意产业项

目，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推进“现代金融和文化创意发

展示范区”建设。

充分利用中关村协同创新智汇

园、文华园等平台，突出招大引强，

先后引进苇渡科技、欧菲光智能研

究院等项目；“中国视界”目前已签约

项目近20个。主动对接滨湖金融小

镇、云谷金融城、光谷金融港等社会

平台，发挥平台特色产业优势，集聚

一批重点项目落户，中科创达签约入

驻光谷金融港。今年前8个月新签

约重点项目中，重点产业链项目20

个、协议投资额59亿元，总部类项

目11个。

做实服务
营商环境“不断创优”

今年初夏，由包河区属国企打

造的滨湖卓越城板块，迎来了总投

资达20亿元的ACG国际文创科技

城项目落地。大项目落地的背后，

涌动着包河区优化营商环境体制机

制的持续创新和精准发力。

在包河，开展代办服务“包·办

好”，政策兑现、政策服务“包·满

意”，人才保障“包·有巢”，牵头对接

“包·打听”，法治服务“包·放心”五

个品牌创建，上千项业务实现多部

门联办、“网上办”和“掌上办”。作

为“合肥数字经济产业创新试验区”

创新成果的“包河经济大脑”，将政

策推送、政策申报、融资对接、政府

决策等涉及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

多样业务紧密衔接，辖区企业共享

“政务数据资源+”红利。

包河区结合“亩均”效益改革，

创新方式方法，推动包河经开区加

大闲置和低效土地处理力度，加快

园区转型升级，寻求新的突破。充

分发挥包河金投国企金融平台作

用，研究成立区级投促基金，大力开

展基金招商，切实做好招商项目的

金融保障。健全重大项目滚动实

施、跟踪服务机制，实行清单式管

理、专班式推进，以力度保调度、以

调度保进度，加快推进优质项目签

约和开工建设。该区依托省内首家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一站式”服务

中心，为高校毕业生提供1万余人

次服务。与安徽建筑大学、合肥学

院等联动开展“筑梦包河·职等你

来”高校师生探包河系列行动，搭建

校企、校地合作平台。稳步推进高

层次人才和重点产业人才分类认定

工作，发放各类人才生活补贴和科

研项目资助经费607万元。

靠前发力、适当加力，包河区还

不断升级迭代政策“礼包”。统计显

示，1月~8月，包河区累计兑现各级

各类助企纾困资金7.3亿元。惠及

企业4200多户次，兑现资金较去年

同期增长110%。其中，累计兑现产

业紧缺人才生活补助、新落户人才

租房补贴，以及专业服务平台建设、

线上经济、稳岗就业等奖补政策区

级配套资金 8367 万元，惠及企业

389户次。截至今年8月底，包河区

实有各类市场主体222，289户。

□ 本报记者 施文郁

党的十八大以来，辽宁省大连

市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

先区”建设的殷殷嘱托，以奋发有

为、勇于争先的精神状态，积极践行

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三篇大文

章”，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构建了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装备制

造业为主体、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

支撑、以现代都市农业为基础的具

有大连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传统优势产业加快升级

近年来，大连市石化产业投资

累计超过 2400 亿元，相继建成国

内领先的2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

项目、国内单体最大的150万吨/年

乙烯项目，建成世界最大规模PTA

生产基地。目前，全市PX和PTA产

能分别达到690万吨、1530万吨，

分别占国内产能的 1/4 和 1/3。

在装备制造业领域，产业投资累计

近2000亿元，重点推动中远造船、

光洋智能制造产业园、瓦轴系列轴

承技改、一重核电装备升级改造、中

车大连旅顺基地等项目建成投产。

大连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

副主任叶景岩表示，10年来，大连

市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现代产业

体系构建方面取得显著成效，2019

年大连市获批“全国产业转型升级

示范区”。

产业结构高级化成效显著，三

次产业内部行业素质和竞争力明显

增强。通过集群化、绿色化、智能化

和高端化等路径，大连市推动以绿

色石化、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

技术、汽车及零部件为主的制造业

竞争力明显提升，推动新经济新业

态产业加快发展。

石化产业加快向产业链条下游

拓展，一批重点项目相继建成运行，

聚酯切片项目加快推进，打通了从

上游石油炼制、基础化工原料到下

游精细化工等石化产业链条，产业

附加值明显提高，竞争力持续增

强。以高技术船舶、数控机床、轨道

交通、汽车及零部件为主的制造业

加快迈向中高端。我国第一艘国产

航母、全球首艘30.8万吨超大型智

能原油船等一批“国之重器”在大连

诞生。氢燃料电池汽车、自动驾驶

系统等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企

业高水平起步发展。工业增加值

增速连续6年高于全省。以渔业、

畜牧、水果、蔬菜等为优势产业的

现代都市农业，发展质量效益位居

副省级城市前列。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

大连市通过高质量项目建设，

为“两先区”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和

活力。

10年来，大连市累计推动建设

重大项目4000多个，总投资规模

3.8万亿元。其中，推动实施国家、

省、市级重点项目600多个，投资

规模1.6万亿元。产业投资累计超

过2300多亿元，相继建成英特尔、

达利凯普、海外华昇等一批先进电

子信息产业项目，推进东软、信华

信等信息服务龙头企业进入自动

驾驶、高端医疗设备等领域，形成

信息技术软硬件同步发展的良好

格局。东北首座核电站红沿河核

电投入商业运行，国家示范项目全

钒液流储能调峰电站建成投产，三

峡海上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项目相

继建成投产。

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由2016

年的 5.2%增加到2021年的 12%。

以洁净能源、生命安全、新材料、电

子信息制造等为主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加快发展壮大。中国移动数

据中心、华录数据湖、天港科技等

三大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以数

字经济、平台经济等为主的新经济

新业态快速发展，依托东软、信华

信、埃森哲、IBM等头部企业，大连

市软件信息服务业已集聚3000多

家企业，产业规模过千亿。工业企

业上云数量达 8000 户，冰山、亚

明、恒力石化等企业的智能化处于

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锦程国际

物流网络平台、瀚闻资讯全球供应

链大数据公共服务云平台等一批

平台经济企业竞相涌现。2021年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584.8亿

元，同比增长13.7%，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7.5%。

叶景岩表示，大连市将加快培

育壮大新动能，进一步优化产业结

构，做大经济体量，提高发展质量，

提升发展能级，打造全面振兴发展

新优势，为当好东北振兴发展的“跳

高队”提供强力支撑。

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

近年来，大连市服务业占三次

产业比重显著提高。三次产业结构

由2012年的6.4：51.9：41.7调整到

2021年的 6.6：42.2：51.2。特别是

通过加快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

设、国际物流中心建设和区域性金

融中心建设，带动了现代金融、航运

物流、现代商贸等优势服务业加快

发展。人民路至中山广场金融聚集

区、旅顺南路软件产业带、星海湾国

际金融城、生态科技创新城等服务

业聚集区建设提速，对全市服务业

发展提供强力支撑。服务业在三次

产业中的比重从2012年的 41.7%

上升到2021年的51.2%，近10年提

高了9.5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1.7个百分点。

发挥大连市区位和海空两港

优势，加快推进一批现代服务业项

目建设。产业投资累计 2800 亿

元，加快推进大窑湾汽车码头扩

建、太平湾港区开发、庄河港将军

石泊位工程等项目建设。围绕全

市时尚消费商圈，建成投运凯丹广

场、柏威年、圣林街万达广场、中央

大道、恒隆广场等一批商业综合体

项目。

下一步，大连市将紧紧围绕

“三年过万亿”目标任务，继续深化

“项目为王”理念，推动重点领域项

目建设。加强创新策源中心建设，

重点以英歌石科学城为抓手，以清

洁能源领域为龙头，加快推进100

个项目，总投资800多亿元，打造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策源中

心。加强高质量产业项目建设，加

快推进恒力石化系列补链延链工

程、大石化搬迁、大船搬迁、SK海

力士、氢能产业园、海上风电、核

电、抽水蓄能等1000多个项目，总

投资1.3万亿元。加强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加快推进大连湾海底隧

道、地铁 4号线和 5号线、梭鱼湾

足球场等 900 多个项目，总投资

6000 多亿元。加强城市功能提

升，以建设“三个中心”为着力点，

加快推进大连新机场、航运中心总

部大厦等 200 多个项目，总投资

3800多亿元。

大连“项目为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上海立法促进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本报讯 《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日前经上海市十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

《条例》包括总则、基本要素与科技创

新、产业发展、应用赋能、产业治理与安全、

附则等六章共七十二条，将于2022年10月

1日起施行。

人工智能是上海“集中精锐力量、加快

发展突破”的三大先导产业之一。围绕增加

人工智能创新的源头供给，《条例》促进开源

共享，提升持续创新能力。根据《条例》，上

海市经济信息化部门应当会同市发展改革、

科技等部门制定公共算力资源供给办法，推

动公共算力资源平台建设与利用，加强算力

科学调度，通过算力奖励等方式，为人工智

能技术与产业发展提供公共算力支持，保障

中小企业获得普惠的公共算力。

同时，《条例》通过支持人工智能核心产

业发展，强化人工智能企业集聚，推动人工

智能产业整体创新突破。《条例》另一特点在

于，构建体系化治理框架，维护产业发展与

安全。例如，明确上海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

门应当针对人工智能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顺应人工智能快速迭代的特点，

制定、修改或者废止相应的监管规则和标

准，探索分级治理和沙盒监管，激发各类主

体创新活力，拓展人工智能发展空间。对高

风险和中低风险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采取

不同的治理模式。

《条例》还规定，设立人工智能伦理专家

委员会，明确其职责，发挥其在人工智能领域

伦理规范方面的作用。同时，对相关主体开

展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进行规范，注重劳动

者、老年人、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等群体的

保护。提供智能化公共服务的，应当充分考

虑特殊群体需求，设置必要的替代方案。

（郭敬丹 龚 雯）

“双招双引”培育经济发展增长极
安徽合肥市包河区围绕主导产业“延链、补链、强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在辽宁省大连市辽

宁港口集团大连港集装

箱码头，货轮在装卸集

装箱。(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