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 特刊4 2023年12月20日
编辑：吴丽琳 电话：010-88558896 E-mail：wull@cena.com.cn

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 辽宁全面振兴发展其势已成辽宁全面振兴发展其势已成
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系统构建系统构建““16501650””产业体系产业体系 江苏推进工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江苏推进工信事业高质量发展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辽宁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达

到20家，居全国第七位。

●辽宁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达

到39个，居全国第三位，接入企业突

破1万家，标识注册量12亿，实现成
倍增长。

●今年新公告江苏省创新型中小企业

12845家，累计3.7万家；新增国家

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6家；新增国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95家。

●江苏新建5G基站5.5 万座，5G在

网用户总数达到5000 万，千兆光网
基本覆盖城乡所有家庭。

在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东北振兴战略实施20周年之际，辽宁省
委作出了全省已经走出多年来最困难时期的
重大判断，作出了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
行动的重大部署，全省各项工作呈现多年少
有的良好局面，经济运行低速徘徊的态势、干
部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营商环境、外界对辽
宁的预期都发生重大转变，辽宁全面振兴其
势已成、其兴可待，这同样也是辽宁工业振兴
的基本盘、基本势。自今年以来，在工信部的
关怀和指导下，辽宁省工信厅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重
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十四五”
规划部署，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全省工业经
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023年重点工作

一是工业经济运行创近年同期最好水
平。面对持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全省工
业战线奋勇争先、上下联动，思想达到空前统
一，工作干劲和激情潜力充分释放。抓好运
行和投资两条主线，年初成立省工业稳增长
专班，每半月召开调度会，年底开展督导服
务，实施“基点管理”，组织30余场产需对接、
银企对接，加强电力保供，解决企业市场、用
工、融资等问题，推动稳产增产；同时紧盯“复
工率、开工率、竣工投产率”，协调解决基础设
施配套等项目建设难题。通过全省共同努
力，自今年以来，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工业
投资等工业经济核心指标增速持续跑赢全国
水平。

二是产业结构调整步伐逐步加快。把建
设4个万亿元级产业基地和22个重点产业集
群作为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的重要抓
手。围绕先进装备制造，推进沈鼓等16家企
业开展“整零共同体”建设示范，提升头部企
业本地配套能力；围绕冶金新材料，推进钢铁
装备大型化，先进炼铁产能占比78.4%；围绕
优质特色消费品工业，推动“三品”专项行动
不断深入。围绕发展22个集群，完善15位省
领导牵头负责推进工作机制，做强做大数控
机床等12个优势集群，培育壮大生物医药等

10 个新兴产业集群，推进新型工业化基础
不断夯实。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达到20家，居全国第七位。高端装备、精细
化工、冶金新材料营收占比分别较去年年底
提高2个、2.1个、2个百分点。

三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不
断增强。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锻
长板、补短板、强基础，为国家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可控贡献辽宁力量。提升产业创新能
力，今年新建工业母机等3家省级制造业创
新中心，新增68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实施
产业基础再造工程，67个工业“六基”项目预
计今年建成投产，4家企业入选国家产业技
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
关工程，49个产品获评省首台（套）重大技术
装备，70余项大国重器及重大技术、产品取
得突破。

四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传统制造业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工业互联
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达到 39 个，居全国第
三位，接入企业突破1万家，标识注册量12
亿，实现成倍增长。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达
到 87 个，服务工业企业近 6 万户，鞍钢“羽
嘉”、航天新长征大道“长征云”入选国家“双

跨”平台，实现东北地区“零”的突破。省级
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达到337个，8家企业
获评国家5G工厂，7家企业获评国家级智能
工厂，40个场景获评国家级智能制造优秀场
景，全省关键工序数控化率等5项两化融合
指标超全国平均水平。

五是绿色低碳发展取得突破。实施工
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推动143个节能低碳技
改项目，今年培育省级绿色制造单位达到
575家，48家企业获评国家级示范单位。扩
大绿电交易规模，累计交易67.92亿千瓦时，
居全国第四位。提升工业能效水平，推广节
能节水等先进技术和装备，3家企业获评国
家能效“领跑者”，2家企业获评国家水效“领
跑者”。自“十四五”以来，规上工业单位增
加值能耗累计下降7.1%。

六是中小企业竞争力持续增强。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引导
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开展优质企业梯
度培育，今年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3356家，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560 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41家，推动东和新材、汇隆活塞、金
凯生科等专精特新企业上市。加强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培育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
范平台20家、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14 家，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促进企业管
理创新，认定 15 家企业为省民营企业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示范企业，突出“精益管理+
数字化”，组织“工业互联网+精益生产”专
题论坛，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2024年工作思路

2024年“三重压力”仍在，宏观经济不确
定性增加，为辽宁工业发展带来挑战。但同
时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新型工业化
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党中央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取得新突破政策措施，为辽宁工业振兴指明
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辽宁工业战
线将以主力自许，以王牌自勉，以铁军自励，
坚持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企业、大抓园
区，全力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加快
建设数字辽宁智造强省，以新型工业化新成
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新篇章。

一是着力稳住工业基本盘。坚持锱铢
必较，实施“基点管理”，挖掘原油加工、汽车
制造等行业增长潜力，推进产运需衔接、银保
企对接，解决产业链供应链卡点堵点，促进稳
产增产，把减量影响降到最低。加大政策资

金支持，集中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
改造，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围绕央地合作、新
质生产力等方向，谋划推进一批高质量项目。

二是着力推进结构优化升级。聚焦全省
打造新时代“六地”目标，加快建设22个重点
产业集群，加强重点产业链和产业园区建设，
打造4个万亿元级产业基地。先进装备制造
业深化“整零共同体”示范，推进数控机床、集
成电路装备等重大产品创新应用；消费品工
业加快“三品”专项行动，培育一批“三品”示
范县区。

三是着力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
水平。实施产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坚持科
技创新+转型升级“双螺旋”发展，培育制造
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及产业化。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推
进工业“六基”重点突破项目，推进“国货国
用”。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组织工业
母机等重大技术装备协同研制。

四是着力加快数字化转型。扩大“5G+
工业互联网”“星火·链网”和标识解析应用规
模，推进5G工厂和“5G+工业互联网”融合
应用先导区建设。加强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
建设，扩大服务企业和接入工业设备数量。
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树立一批标杆企
业，建设一批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和智慧
化工园区，抓好服务型制造，加快中小企业智
改数转。

五是着力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实施工业
领域碳达峰行动，鼓励绿色低碳技术装备应
用，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扩大绿电交易规
模。完善绿色制造服务体系，培育一批绿色
工厂等绿色制造示范单位。提升行业能效水
平，推动钢铁、炼油等领域重点企业节能降耗
改造，培育一批能效“领跑者”。

六是着力增强企业竞争力。持续打造营
商环境“升级版”，通过“小升规”、新项目落地
和招商引资，不断壮大规上工业企业规模。
通过完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引导社会
化、市场化服务机构提供公益性服务及推广
精益管理理念，加强优质企业培育，壮大创新
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
业单项冠军队伍，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江苏省工信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奋
力建设全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和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推动全省工
业经济持续恢复、回稳向好，实现工业和信
息化事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前三季度全
省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35.9%。1—10 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累计
增长7.4%，超过全国3.3个百分点，全省工业
投资同比增长9.6%。

2023年重点工作

一、系统构建“1650”产业体系，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加速推进。对现有产业体系进
行优化整合，重点发展16个先进制造业集群
和 50 条产业链。1—9 月，全省高新技术产
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
重分别为49.8%、41.3%。不断完善工作推进
机制，逐群逐链建立“六个一”工作推进机制，
设立制造强省建设专项资金，建立分群到链
的月度运行分析机制，推动政策资源和工作
抓手向“1650”产业体系聚焦。实施集群筑峰
行动，“一群一策”编制培育提升三年行动方
案和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加快向世界级集
群跃升。加强长三角区域协同，提升集群协
作能级、配套效率和区域制造业整体竞争
力。推进强链补链延链，编制“1650”产业体
系全景图解，梳理形成50条产业链关键环节
和重点企业名单，分链条摸排关键环节攻关
的技术和产品，分行业组织开展产业链上下
游供需对接和协同攻关活动。

二、系统构建企业技术创新体系，产业增
长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着力建强企业创新载
体，研究制定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作指南
和技术创新示范企业标准，引导重点集群和
产业链龙头骨干企业持续布局建设企业技术
中心、培育制造业创新中心、打造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构建“点—链—面”结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大力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制定

“1650”重大技术难题协同攻关实施方案，组

织安排关键核心技术（装备）工程化攻关项
目59个。积极参与国家产业基础再造和重
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进 20 个国家和省
产业基础再造项目建设。

三、系统构建产业转型升级体系，产业
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聚焦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方向，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壮大新
兴产业发展规模，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推
动制造业加速迈向中高端。实施传统产业焕
新工程，开展原材料和消费品工业领域增品
种提品质创品牌行动，推动传统产业向价值
链高端攀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制定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文件，从供需两侧加快推
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发掘培育产业领域创新型企业，攻关突破标
志性技术产品；推动先导区建设，打造数字产
业创新发展新高地。全面提升产业绿色安全
发展水平，深入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四、系统构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产业发展能级不断壮大。实施《“筑峰强链”
企业培育支持计划》，动态建立5145家重点
企业库，分类开展领航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
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全省超百亿元工业企
业（集团）190家、比上年净增18家，42家企业

入围 2023 中国 500 强企业、56 家企业入围
2023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引导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发展，印发实施《江苏省专精特新
企业培育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
今年新公告省创新型中小企业12845家，累
计3.7万家；新增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6家、省级35家；新增国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795家，累计1504家，其中有效期
内1474家。

五、系统构建“智改数转网联”推进体系，
产业数实融合发展力度不断加大。积极建设
数实融合强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 66.4。
深入推进智改数转，编制工作指引和分行业
实施指南，新遴选培育高水平智能制造服务
机构40个，累计为4.3万家企业开展免费诊
断，实施改造项目3.7万家，完成改造项目的
规上工业企业9916家，20个智能工厂、49个
场景进入国家公示名单。大力发展工业互联
网，新增2个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双跨平台，新
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8个，建成
标识解析应用公共服务平台2个，新增接入
工业互联网标识应用的规上工业企业1.3万
家。夯实网络基础设施，加快推进5G、千兆
光网、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新建

5G基站5.5万座，5G在网用户总数达到5000
万，千兆光网基本覆盖城乡所有家庭。

六、系统构建监测服务支撑体系，产业
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建立“1650”产业体系重
点监测企业库，加强对重点产业集聚区和行
业龙头企业的跟踪调度，准确把握全省工业
经济发展的动向和趋势。开展减轻企业负担
专项行动，开展“一起益企”专项行动，服务企
业63万家（次）。落实好国家先进制造业企
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等政策，累计1.5万家企业
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额50多亿元。

2024年工作思路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
的关键一年。全省工业和信息化工作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
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持续健全完善“1650”产业发
展、企业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智改数
转网联”、优质企业梯度培育、监测服务支撑
等六大体系，系统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培育新质生产力，巩固和增强工业经济回升

向好态势。
一是以发展“1650”产业引领建设制造强

省。出台关于新时期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
实施意见，高标准推进1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
群和16个省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省市县联动
构建5个世界一流、5个国际先进、6个国内领先
的集群建设发展体系。编制实施《江苏省先进
制造业“强链补链延链”行动方案》。

二是以技术创新引领推动新型工业化。
在优势产业链布局建设新的省级制造业创新
中心，新增省级企业技术中心200家以上、省
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200家以上。支持链主
企业牵头集聚产业链上下游创新资源，实施
100 项左右“1650”产业体系协同攻关项目，
推动形成一批具有战略意义和引领作用的重
大创新产品。

三是以智改数转网联引领促进数实融
合。持续充实智改数转服务商资源池，逐群
逐链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和服务机构编制智改
数转实施指南，力争全年新培育省级智能制
造示范车间 600 个、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200
个、智改数转网联标杆企业10家。新培育省
级工业互联网平台100个以上、星级上云企业
1万家，力争全省数字化生产设备联网率超过
56%、关键业务环节全面数字化的企业比例达
到66%、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70左右。

四是以实施“筑峰强链”行动引领培育优
质企业。引导准链主企业发挥牵引产业发展
的龙头带动作用，优化调整“5145”入库企业
名单，强化对入库企业的配套政策支持。制
定出台《江苏省制造业领航企业培育方案》。
新公告创新型中小企业8000家以上，认定省
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500家以上，争创国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00家、制造业单项
冠军企业30家，新创一批国家中小企业特色
产业集群。

五是以优质服务引领提振发展信心决
心。继续落实好国家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
加计抵减等政策，强化工业经济运行监测分
析。优化制造强省专项资金管理流程和使用
方向，支持组建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集
群。扎实开展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专项行动，
着力抓好人才队伍建设，为新型工业化提供
人才支撑。

图为通用技术集团沈阳机床有限责任公司图为通用技术集团沈阳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图为亨通集团智能生产车间图为亨通集团智能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