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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芯谷产业功能区配套设施建设

工程工地上，工人正加紧施工，全力推进项

目建设。兔年刚一开年，四川省各地各部

门纷纷发布重点项目规划，推进重点产业

建设，铆足干劲儿开新局。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被列入

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川渝在全国大局中的

战略位势进一步提升，为新时代新征程四

川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重大产

业项目的落地是关键。日前，《共建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 2023 年重大项目清单》正式

印发，共纳入标志性重大项目 248个、总投

资 3.25 万亿元，涉及绵阳新型显示用偏光

片研发及生产项目，以及西南（内江）新型

触控显示模组生产基地项目等新兴产业。

打好政策“组合拳”，保障经济社会“开

门红”。日前，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印发了《重庆市加力振作工业经济若干政

策措施》，从支持龙头骨干企业做强做优、

稳住中小企业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做

好要素保障等9个方面出台了23条惠企政

策措施，面向全市工业企业提出一揽子奖

补激励政策。

聚焦投资、财政、金融、消费、产业等方

面，重庆还集中发布了促进交通基础设施

有效投资等多个“提信心、稳增长、强主体”

政策文件，不断完善助企纾困政策体系，推

动经济企稳恢复提振。

镇江市建设重大项目企业服务平台；泰

州市开发重大项目审批跟踪督办系统，实现

审批节点责任部门、审批流程、结果信息全

程公开，审批时间提速 40%以上；南京市浦

口区打造线下一站式服务专区和线上政策

自助服务平台；昆山市建立重大项目“省心

办”审批服务机制，精细做好项目审批前期

辅导……聚焦重大项目前期服务、审批程

序、落地建设，通力协作配合，江苏已形成协

同联动、集成服务的项目推进格局。

强化服务保障，政策支持推动项目落

地。江苏省于近日印发了《关于推动经济

运行率先整体好转的若干政策措施》，内

容涉及 12 个方面 42 条政策措施。根据 42

条政策措施，今年江苏省将支持民间投资

更多进入交通、能源、水利等重点行业和

领域，支持民间投资参与科技创新项目建

设等。

稳定社会预期、提振发展信心、推动

经济向上向好。2 月 4 日，山东省政府印

发了《关于促进经济加快恢复发展的若干

政策措施暨 2023 年“稳中向好、进中提

质”政策清单 （第二批）》。文件提出，

加快省市县三级重点项目建设，优化专项

债券项目安排协调机制，实施重大产业项

目引领工程，开展技改提级行动，提速基

础设施“七网”、能源“九大工程”建

设，强化用地保障，拓宽民间投资行业领

域，实施项目投资正向激励等。

真抓落实、狠抓落实、大抓落实、抓好

落实。新一年，宁夏全区工信系统将坚持

赋智赋能，激发数字经济新动能，加快催生

更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推进数字

产业化，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建设国

家绿色数据中心集群，高效运营国家新型

互联网交换中心，打造 10个以上大数据典

型应用场景，推动数字经济成为新引擎。

着力在工业运行、项目建设、企业培育

等方面精准施策，推动惠企政策落实，强化

生产要素保障，努力实现工业平稳向好增

长，青海省工信厅全力跑好开局“第一棒”，

确保首季“开门红”。

据悉，青海省工信厅为培育壮大数字

经济，强化顶层设计，加快完善数字经济

“1+N”政策规划体系；为优化营商环境，提

振企业发展信心，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

大助企纾困力度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若干措施》，开展“一对一”“面对面”入企帮

扶，全面启动“一起益企”中小企业服务行

动，重点围绕生产要素补助、数字化赋能、

创新活动开展等重点方向，助力中小企业

复工复产，加快发展。

各地工信系统快马加鞭
冲刺首季“开门红”

兔年伊始，北京奔驰总装二工厂车间内的柔性产线上，多种车型正在混线生产；长安汽车重庆两江工厂焊接区
域内，火花四溅，机器人正在对车厢进行焊接，车间内一片加足马力赶生产的火热场景；走进无锡国联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江苏艾匹克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员工们正在加班加点开展生产……

人勤春来早，实干赛新风。各大企业“敢干”与“敢拼”的背后，是各地工信系统的保驾护航。加快推动重大项
目建设、强化服务保障惠企助企……新年第一季度，各地工信系统紧锣密鼓抢先机、抓开局、出实招，快马加鞭冲刺
首季“开门红”。

本报记者 张依依

重大项目牵引，全力以赴冲刺“开门红”
近一个月，上海市已签约重点

产业项目160多个、总投资1000亿
元，率先取得开门红。

1000台高性能专用算力服务器组建庞

大集群，每秒可处理超过2.4亿笔智能合约

交易、百亿条数据隐私计算。近日，主体位

于中关村科学城北区核心地带的区块链与

隐私计算算力集群 Hive“蜂巢”，在北京投

入使用。也是在近期，北京市级重点项目

——京东方第 6代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生

产线项目在土地摘牌的当日，便取得立项

批复和工程项目施工准备函，成功实现“拿

地即可开工”。

“开春即开工”，紧抓“高精尖”项目，树

立经济发展标杆。近期，北京以高精尖重大

项目投资为牵引，全力以赴冲刺第一季度

“开门红”。北京经开区是首都“高精尖”产业

的主阵地。据了解，截至目前，北京经开区已

成功汇聚97家世界500强企业共投资项目

140多个，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速。今年开建的

202个项目总投资超千亿元，其中新一代信

息技术等四大主导产业占比约55％。

江丰临港电子专用材料产业化、中航

凯迈红外探测器基地、庄臣中国制造工厂、

华谊合成气……一批标志性重大项目在上

海竞相落地。此外，上海还有张江实验室、

CR929 宽体客机研发、中芯临港、联影医

疗、商汤人工智能算力平台等 60余个项目

在建。

瞄准重大产业需求，加快布局速度。

上海正在推动重点产业项目落地，力争实

现第一季度“开门红”。上海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总工程师张宏韬日前在上海市政

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一个月，上海市已

签约重点产业项目 160 多个、总投资 1000

亿元，新开工重点产业项目60多个、总投资

超 700亿元，率先取得开门红。下一步，上

海将做好市区联动、分类推进，在谈项目抓

签约落地。

广州第一季度共开工、签约项目460多

个，总投资超6800亿元；深圳于近日举行今

年首批重大项目开工活动，266个项目总投

资约 3295.3 亿元；珠海第一季度开工重点

项目 186 个，总投资 916 亿元；佛山第一季

度共安排新开工重大项目 103 个，总投资

850.03亿元……近期，广东各地纷纷推动重

大项目签约开工，铆足干劲儿誓夺高质量

发展“开门红”。

2023 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

持广州高质量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

新出彩”。支持规划建设科技创新走廊，抓

好人类细胞谱系、冷泉生态系统等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推进中新知识

城、国际金融城、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

试验区等平台建设，培育壮大生物医药、集

成电路、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全面开展国家服务业扩大

开放综合试点，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能级。

在贵州省瓮安县工业园区内，专门从

事电池级磷酸铁正极材料研发、生产、销售

的新能源企业——贵州雅友新材料有限公

司正在加紧设备调试和试生产，力争2月底

全面达产。据了解，进入2023年，贵州省已

储备新能源电池及材料省级重大项目 42

个，计划总投资 581亿元，全部将于年内陆

续开工建设。

强化服务保障，政策助推产业项目落地
重庆从9个方面出台了23条惠

企政策措施，面向全市工业企业提
出一揽子奖补激励政策。

本报讯 记者徐恒报道：2 月 13 日，北

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在北京人工智能产业

创新发展大会上正式发布了《2022 年北京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

书》）。根据《白皮书》，北京市将支持头部企

业打造对标 ChatGPT 的大模型，着力构建

开源框架和通用大模型的应用生态。

具体而言，北京市将继续坚持“五子”联

动服务，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形成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新突破，助力建设国际科创中心

和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一是持续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引导企业、高校、科

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开源社区等，围绕人

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协同攻关。

二是全面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底

座。支持头部企业打造对标ChatGPT的大

模型，着力构建开源框架和通用大模型的应

用生态。加强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布

局。加速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供给。

三是加快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

先导区。支持人工智能优势企业在自动驾

驶、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优势领域开展创

新应用，全面构筑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高地。

四是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安全、科技伦理

治理机制。研究人工智能融合应用安全、伦

理治理范式，构建法律、市场、代码架构和社

会规范相结合的多元路径。

五是率先建成高水平人工智能人才高

地。科学谋划高端顶尖人才和人工智能复

合型人才引进培育机制。进一步促进海外

顶尖人才在京创新创业，激活创新驱动“源

头活水”。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北京市以加快建

设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为重点，积

极探索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路

径，在科技创新、融合应用、生态环境建设、

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截

至 2022年 10月，北京拥有人工智能核心企

业 1048 家，占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总量的

29%，位列全国第一。核心区产业集聚能力

全国第一，已经形成了全栈式的人工智能产

业链。

在人才培养方面，北京市人工智能领域

核心技术人才超4万人，占全国的60%。人

工智能论文发表量居全国第一。在专利授

权数量全球排名前100的机构中，北京总部

机构30家。

在人工智能支撑能力方面，北京人工智

能算力发展排名居全国第一。北京市政务

数据开放走在前列，已无条件开放115个市

区级单位，公共服务事项指南、财税金融、城

市管理等领域公共数据集 15880 个。智源

“悟道 2.0”成为全球最大智能模型，参数规

模达到 1.75 万亿。2021 年发布的鹏城·百

度“文心”大模型参数规模达到 2600 亿，是

当时全球最大的中文单体模型。

此外，北京市国家人工智能先导区建设

成果显著。数字人、智能机器人等技术在北

京冬奥会成功落地，彰显科技冬奥的魅力。

北京市海淀、朝阳、西城、昌平、通州等区已

开始或完成“智慧城市大脑”相关部署，北京

市已迈向全域场景开放的智慧城市 2.0 阶

段。无人出行服务从示范运营迈入商业化

试点新阶段。2022年度北京市智能工厂和

数字化车间名单正式发布，36 家智能工厂

和 47 家数字化车间名单出炉，人工智能与

智能制造融合创新加速落地。

北京支持头部企业打造对标ChatGPT大模型

重庆：今年数字产业收入力争达1.1万亿元

2023年地方重点工作解读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制造业

投资增长12%以上；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

增长20%，力争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

值增长 10%以上……在日前召开的重庆市

工业和信息化、大数据应用发展、招商投资

促进工作会议上，重庆亮出 2023 年工业和

信息化发展目标。

为实现上述目标，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2023年，重庆将重

点从着力推动工业经济恢复提振、着力提升

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着力提升产业发展

能级、着力发展数字经济、着力推动现代服

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着力增强市场

主体活力、着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

区域协同、着力全面提升综合服务能力等八

方面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市场竞争力

强、可持续的现代产业体系。

新引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配套企业100家以上

着力推动工业经济恢复提振，保持工业

平稳增长是今年重庆市工业经济的基础。

在稳增长方面，重庆将分业施策推进汽车、

电子等增加值规模排名前十的行业稳增

长。迭代升级工业经济“五色图谱”，常态化

落实“年度目标分解细化到月，经济运行调

度精准到周，重点企业服务落实到人”机

制。在稳投资方面，重庆将制定促进工业有

效投资实施方案，强化技改投资拉动，新开

工项目完成投资额 1000 亿元，技改投资占

比提高至 36%。高质量谋划开展央地合作

系列专题活动。在稳企业方面，重庆将开展

“千名干部服万企”行动，“一行一计”“一链

一方”“一企一策”精准协调，落细落实企业

纾困政策体系。

自主创新是企业的生命，重庆今年将着

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首先，完善

企业生成生态。聚焦“选种、育苗、创新型中

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小巨人’企业、

上市企业”六个环节，完善“产业研究院+产

业基金+产业园区”中小企业生成生态。制

定出台推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实施意见等

“1+6”政策举措，分层分类“储备一批、培育

一批、提升一批”目标企业。其次，抓好稳链

补链强链。统筹“链长”要素资源和“链主”

生态主导优势，跟进落实国家重点产业链自

主可控行动等政策举措。聚焦汽车芯片、工

业软件等重点产业链关键技术需求，新实施

5个“揭榜挂帅”项目。最后，强化创新载体

建设。持续推进企业研发机构建设，新培育

2家以上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50家以上市

级企业技术中心。推动2～3家企业争创国

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记者了解到，2023年，重庆将实施三大

行动着力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实施先进制

造业产业集聚提升培育行动。协同打造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群和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地标，新引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配套

企业100家以上。持续壮大智能装备、生物

医药、新进材料等先进制造集群，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12%。实施传统支柱产

业提升行动。加快产业绿色低碳提效升级，

新培育绿色工厂50个、绿色园区5个。实施

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行动。聚焦“五基”能力

提升，对接实施好国家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力争在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与智能座舱、新

型显示用光学材料等领域率先突破。

电子信息制造业

营收超7300亿元

2022 年，重庆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显著

成效，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30%，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023 年，重庆提出从三方面持续发展数字

经济。一是启动“产业大脑”建设。聚焦应

用场景创新，推进平台管理数字化、项目服

务数字化、政务服务数字化、企业数字化转

型、项目招商数字化，推动形成互联互通、资

源共享、高效协同的产业大脑体系。二是提

质产业数字化发展。制定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行动计划，实施咨询诊断和能力成熟度评

估等8个专项行动，重点企业数字化研发设

计工具普及率达82%、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

60%。深化“一链一网一平台”建设，促进产

业链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融通发展，新建数字

化车间 100 个、智能工厂 10 个。健全公益

化、市场化、数字化融通的中小企业服务体

系，启动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

动。三是提速数字产业化步伐。深入实施

软信产业“满天星”行动计划2023年专项行

动，新增软信企业 4000 家、从业人员 8 万

人。统筹推动“芯屏端核网”数字产业集群

建设，数字产业收入达到 1.1万亿元。实施

场景驱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行动，推动场景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平台化。

今年，重庆将着力推动现代服务业，与

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做强工业设计。加

快国家工业设计示范城市建设，推进世界

“设计之都”创建，培育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1 家以上。做优科技服务。聚焦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集成电

路及电子元器件、智能装备等检测领域，引

育一批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产

业技术服务机构。试点建设产业创新服务

聚集区，系统提升科技服务集成水平。做实

产业金融。建成用好“母基金＋子基金”科

技成果转化基金体系，力争新增上市制造业

企业10家。

如何进一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等区域协同？重庆今年将从三方面做文

章。一是深化双城经济圈“一号工程”建

设。持续做优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电子信息制造业集群，联手打造一批先进制

造集群，市域新能源汽车产量超60万辆，电

子信息制造业营收超7300亿元。二是推动

“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推动中心城区加快

制造业高端化、服务化升级。三是推动产业

发展平台载体建设。推进“亩产论英雄”改

革，强化亩均投入、田均产出、亩均税收、楼

均税收等。

本报记者 吴丽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