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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推动制造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在日前召开的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一串串亮眼的数字折射出湖南工信系统2022年取得的成
就：2022年湖南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7.2%，增速高于全国1倍，实现了难中有进、稳中向好、好于全国、好于
预期。全省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4%，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达49.9%。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15%以上，连
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总量达1.5万亿元。

2023年，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7.5%，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15%，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3%，
新增规模工业企业1000家、百亿元企业10家……这组数字，又描绘出了湖南工信系统今年的目标。

本报记者 诸玲珍

全力推进“新三样”产业发展
2023年，湖南将以体系化壮大

和培育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抓手，
力争“新三样”产业取得重大进展。

抓大企业、大项目促进优质企业梯度成长
2023年，湖南将推动工信领域

的万亿元级产业新增营业收入4000
亿元左右。

2023年地方重点工作解读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湖南立足产业

基础、资源积累和区位优势，谋划的电

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现代石化“新三

样”，正朝着新的万亿元级产业集群目标

努力奋进。2023 年，湖南工信系统将以

体系化壮大和培育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为主要抓手，力争“新三样”产业取得

重大进展。

梯度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坚持省

级、国家级、世界级集群梯度培育的思路，

体系化配置创新平台、培育优质企业、打

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办好重大展览展会

等，推动项目、资金、政策和工作力量等资

源优先向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编制三

年行动方案，推动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

群壮大，并加快向世界级产业集群跃升；

实施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行动，建设“国家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池”，推动先进储能

材料、先进硬质材料及工具、输变电装备、

新能源汽车、现代石化等争创国家先进制

造业集群，创建7个左右省级先进制造业

集群和 10 个左右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

群；推进“五好”园区建设，建设一批集群

核心承载园区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

园区。

全力推进“新三样”产业发展。电

子信息领域，重点是加快东江湖大数据

产业园建设，集约化建设长株潭数据中

心集群；依托中电科 48所等，全力打造

半导体产业基地；推进蓝思科技、湖南

邵虹、长沙惠科等重点项目建设，培育

新型显示器件产业集聚区；加快建设世

界计算·长沙智谷、马栏山超算中心，壮

大新一代自主安全计算集群；打造浏阳

河·中国数谷；做大储能电池产业。新能

源汽车领域，重点建设比亚迪年产百万

辆新能源汽车基地，加快上汽大众、吉

利乘用车、广汽、北汽株洲等系列新能

源车型技改项目，提升新能源整车制造

能力；建设湖南汽车制造 （长沙、湘

潭） 配套产业园，提升新能源汽车零部

件配套能力。现代石化领域，重点推动

乙烯项目开工，加快建设衡阳盐化工产

业基地及郴州氟化工产业基地。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开展制造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

牌”行动，推进标准品牌建设，认定 70 家

质量品牌及知识产权标杆企业，培育质量

标杆企业 20 家，力争主导或参与制定国

家、行业标准 100项。支持制造业服务化

转型，创建 10 家左右国家级工业设计中

心和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平台、项目），

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深化智能

制造推广应用，创建一批智能制造标杆示

范。积极稳妥推进工业领域双碳行动，培

育一批绿色工厂、绿色园区（10家）、绿色

设计产品和绿色供应链企业。

2023年，湖南工信系统将突出大抓企

业、抓大企业，促进优质企业梯度成长。

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发挥重大项目

支撑作用。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发挥龙头企业、

“链主”企业的生态整合作用，巩固提升现

有千亿元企业竞争力，培育一批“顶天立

地”的大企业，新增百亿元企业10家以上。

支持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重点实施

创新突破、融资促进、服务提升等重点工

程，加大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力度，力

争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0

家、省级 500家。建立完善单项冠军企业

（产品）培育库，力争新增省级以上制造业

单项冠军60个以上。

继续实施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行

动。加强跟踪协调服务，坚持分类精准培

育，实行月调度、季通报、年考核，确保应

报尽报、应入尽入，力争全年新增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1000家以上。

扎实推进产业发展“万千百”工程。

产业方面，推动工信领域的万亿元级产业

新增营业收入 4000 亿元左右。企业方

面，推动星朝汽车星沙基地建成投产，力

争比亚迪在湘汽车板块业务收入超过

1000 亿元。项目方面，推动 30 个百亿元

级项目年内投产。

高质高效推进“十大产业项目”。及

时建立部门协同、省市县联动推进工作专

班，确保十大产业项目早开工、早投产。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023年，湖南工信系统将实施

“智赋万企”行动，促进数字经济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安徽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

四川力争五年全省工业规模突破10万亿元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的重要任务。2023年，湖南工信系统将实

施“智赋万企”行动，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

强化算力支撑。聚焦“四算一体”，

发挥长沙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国

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长沙人工智能创

新中心等赋能作用，构建完善一体化算

力网络调度体系，重点推进 100 个“数

字新基建”标志性项目、15个新型数据

中心、全球新一代互联网辅根节点等建

设，建设全国先进绿色算力枢纽和国际

领先的算法创新中心。

加快数字产业化。出台数字产业、信

息安全产业等支持政策，实施电子信息制

造业“跃升计划”、软件产业“振兴计划”、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培塑计划”，加快发

展先进计算、北斗应用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巩固拓展“两芯一生态”优势，打造全

国信创基地。加快创建中国软件名城名

园，建设好湖南省欧拉生态创新中心和开

源鸿蒙创新研究院。聚焦信创、新型显

示、关键软件等重点领域，培育一批生态

主导型企业。

推动产业数字化。全力推进工业互

联网创新发展示范区和长沙国家人工智

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支持智能网联

汽车场景推广，打造数字湖南十大应用

场景。围绕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

业融合应用，打造一批数字领航企业，

以数字技术驱动生产方式和企业形态根

本性变革。大力推动企业“上云上平

台”，分行业分领域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

转型，实施“智赋万企”行动，推动规

模工业企业逐步实现工业互联网全覆

盖。开展“数安护航”行动，确保数据

安全。

一粒种子，从破土而出到枝繁叶茂，需要阳

光、水和空气，一家企业，从草根初创到行业巨

擘，需要融资信贷、要素供给、政策扶持……于

企业而言，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好比阳光

雨露，受益或许不觉，但失之必将难存。而如何

提升营商环境这个“软实力”，无疑需要更多“硬

措施”来筑底。

近日，为深入贯彻安徽省“新春第一会”精

神，持续深化“一改两为”，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印发了《2023年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从优化

政策环境、优化创新环境、优化服务环境和优化法

治环境四个方面公布了18条具体举措，坚持“制

造为纲，企业为本”，注重发挥经信部门职能作用，

让各类市场主体吃下“定心丸”，提振企业发展信

心，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

顶格落实惠企政策

激励企业“加油干”

安徽省经信厅将提升政策衔接度，全面履

行安徽省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职责，推进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创建一

流营商环境的意见》各项重点任务；提升政策兑

现度，全面梳理、精准推送政策，及时兑现国家

和省减税降费、纾困解难系列举措；提升政策适

用度，扩大“免审即享”适用企业范围，变“企业

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提升政策引领度，深

入实施“专精特新”企业倍增行动计划、民营龙

头企业倍增行动计划，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

示范引领转型升级

引导企业“创新干”

安徽省经信厅将推动技术升级，滚动实施

“揭榜挂帅”技术攻关项目100项以上，攻克一批

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推荐更多“首台套”重大技

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入驻政

府采购网；推动合作升级，以世界制造业大会等

平台为抓手，打造一批开放合作平台并积极

推动部省产教融合项目落地；推动要素升级，

落实用地、用能、创新要素与亩均效益挂钩机

制，推动优质要素向优质项目倾斜；推动数字

化升级，清单化引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和细分

领域龙头，支持更多中小企业用平台，打造一

批适用性强的标准化解决方案。

接续破解发展难题

推动企业“大胆干”

安徽省经信厅将破解信贷难，打造“十

行千亿万企”融资服务3.0版，大力推广“专精

特贷款”“技改贷”“亩均英雄贷”，全年发放

“亩均英雄贷”2000 亿元以上；破解产销难，

疏通供应链中梗阻，开展上下游产业链供需

对接“百场万企”活动，分行业分区域开展数

字化转型供需对接活动 100 场以上；破解人

才难，强化企业人才支撑，推广“政聘企培”

模式，加快高技术高技能人才、管理人才、产

业人才的培育培训培养。

全力营造稳定预期

保障企业“放心干”

安徽省经信厅将强化账款清欠，加大恶

意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治理力度，坚决清欠到

位；强化依法行政，树牢“法治是最好的营商

环境”理念，持续开展规范性文件动态清理，

落实企业和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和评

价机制；强化执法监督，严格落实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开展违法行为集中专项整治。

优化营商环境非一日之功，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大局、服务

群众。唯有树立“全力以赴为企业服务”的

理念，充分发挥经信部门“熟悉产业、贴近行

业、了解企业”的优势，及时倾听企业呼声，

既做锦上添花的事情，更有雪中送炭的温暖

和雨中打伞的贴心，才能回应企业期待，让

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做得强。

本报记者 吴丽琳

重庆2023年软件产业营收冲击3600亿元

本报讯 记者诸玲珍报道：近日，记者从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举行的2023年度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统计工作培训会上获悉，截

至 2022 年年底，重庆市软件产业实现营收

3036亿元，产业规模列全国省市第九位；培育

了两江软件园、渝北仙桃数据谷软件园、重庆

软件园等7个市级软件产业园，建成载体面积

超过700万平方米；集聚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

约3.5万家，其中规模以上软件企业500余家。

去年 7 月，重庆市启动实施了《重庆市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行动计划（2022—

2025 年）》（以下简称“满天星”计划）。在实施

“满天星”计划 2023 年专项行动中，重庆市将

深化场所、场景、企业、人才、生态等建设，引导

产业特色化、差异化、集群化发展，重点从6个

方面发力，推动全市软件产业年内实现 3600

亿元营收。

一是优化场所空间。扩大第一批“满天星”

示范楼宇影响力，新评选授牌第二批示范楼宇

10个以上，推动各区多样化实施楼宇收储改造。

二是加强主体引育。全年计划引进软件重

大项目100个以上，联合培育市级重点软件企

业150家以上，培育国家重点软件企业和一批

“专精特新”企业、上市企业。

三是提升供给能力。聚焦重点领域组织实

施第三批“揭榜挂帅”项目5个，每个项目拟支

持600万元，发布市级优秀软件产品100个。

四是推动特色化集群化发展。围绕推动工

业软件发展、开源社区建设等制定政策措施，

加快创建中国软件名城、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

用先导区等。

五是加强人才引培。指导重点高校申报第

二批国家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建立市级特

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人才实习实训基

地，开展“重庆英才—软件领军人才”评选。

六是构建良好生态。健全场景应用调度，

培育一批知名软件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数据管

理能力成熟度评估贯标企业达到100家以上，

举办 2023 中国工业软件大会、“满天星”项目

签约等重大活动。

本报讯 记者诸玲珍报道：2 月 22 日，四

川省“四化同步”系列主题发布会的首场发布

会举行，主题为“突出新型工业化主导作用高

质量推进制造强省建设”。四川省经济和信息

化厅厅长翟刚表示，四川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力争通过五年的努力全省工业规模突破

10万亿元，新型工业化取得明显进展。

据了解，2022年，四川省工业增加值总量

达到1.64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

长 3.8%，高出全国 0.2 个百分点，较好地支撑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2.9%，达到 5.67 万亿

元，为稳住全省经济大盘发挥了“定盘星”“挑

大梁”作用。

翟刚表示，完成上述目标重点将从五个方

面开展工作：

一是全力实施六大优势产业提质倍增计

划。推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先进材

料、能源化工、医药健康六大优势产业到2027年

在现有的基础上翻一番。与此同时，大力培育预

制菜、无人机、机器人、动力电池等新兴领域，前

瞻布局量子信息、太赫兹、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等

未来产业，抢占产业“新赛道”，稳定和提升制造

业比重。

二是以“揭榜挂帅”“赛马”等方式实施产

业基础再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技术装

备攻关工程，加速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深度融合，推进高水平产业技术创新，打造全

国重要的制造业创新基地。

三是着力推动产业成链集群发展，梯度培

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打造电子信息、装备

制造、特色消费品等3个万亿元级世界级产业

集群，加快推动成都软件和信息服务、成德高

端能源装备、成渝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等3个国

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向世界级集群跃升，培育一

批具有全国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千亿元级先进

制造业集群。实施强链补链工程，强化能源和

战略性资源保障能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和安全水平。

四是强化优质企业培育。力争通过5年努

力，培育打造一批制造业“领航”企业，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达到 30 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达到 500 家，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

优势的优质企业。

五是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

型。狠抓制造业质量、标准和品牌建设，推动

“四川造”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加快制造业智能

化转型，坚持以数字化变革催生发展新动能。

加快制造业绿色化转型。

会上，翟刚指出，以两化深度融合引领“四

化同步”发展，已成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的主战场，是四川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关键动力。他表示，未来5年，四川新型工业化

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将迈入全面扩展期。两化融

合发展水平要提速晋位，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超

过64%，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突破90%，

通过贯标评定企业达到4000家。打造300个数

字化转型示范项目，推动超过1万家规上工业

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带动50万家企业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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