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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打造高端制造业增长极 上海持续推动经济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3年，上海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推进新型工业化重要
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部署，聚力打造高
端制造业增长极，推动重点产业转型升级，培
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
成新质生产力，持续推动上海产业经济和信
息化高质量发展。

（一）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
三大先导产业创新突破。集成电路，聚焦

关键环节加快攻关突破，提升汽车芯片全产业
链供给能力，举办SEMICON国际半导体高峰
论坛。生物医药，启动生物医药标准厂房建设，
发布合成生物、医疗机器人、基因治疗等行动
方案，举办2023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人
工智能，形成开源与商用并行、数十款基础和
垂类大模型协同发展的格局，成立大模型语料
数据联盟，揭牌上海“模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
态社区，举办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六大重点产业竞相发展。电子信息，几何
光波导等显示器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和辉光
电二期、金桥“5G+超高清”特色产业园等加快
建设。生命健康，发布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和服
务推广目录，开展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
范。汽车，新增推广新能源汽车超25万辆，推动
燃料电池整车示范应用、零部件产业化、加氢
站建设运营。高端装备，服务保障C919首航和
运营、首制国产大型邮轮建成交付，LNG船订
单超全球1/4，制定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大飞
机高端产业链、核电产业等领域行动方案和政
策措施。先进材料，编制发布新材料中试基地
管理办法，推进华谊合成气等化工区新一轮超
千亿投资项目。时尚消费品，发布“上海设计
100+”，举办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上海制造佳品
汇等精品活动，持续打响“上海制造”品牌。

新赛道产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推进重
点领域工业软件研发攻关，发布优秀信创解
决方案，举办信息消费节活动。绿色低碳，评
选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绿色设
计产品；培育零碳工厂、零碳数据中心、零碳
创建工厂、零碳创建园区。元宇宙，推进上海
元宇宙重大应用场景“揭榜挂帅”，组织开发
手语大模型数字人平台，举办“元启上海”AI
开发者大赛。智能终端，搭建车城网平台、建
设227.8公里道路车路协同环境；发布促进智
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创新发展行动方案，工
业机器人密度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张江、临港、大零号
湾首批未来产业先导区推进建设，未来产业
重点领域开展“揭榜挂帅”，脑机接口、先进核
能、新型储能、未来产业投资等领域专委会成
立，举办2023全球“未来产业之星”大赛，评
选出120个优秀项目和40位优秀人才。

制造业与服务业加速融合。加快重点产
业垂直服务平台、工业品数字服务平台、专业
服务平台等六类平台，产业互联网、总集成总
承包等重点领域发展。举办第四届中国（上海）
工业品在线交易节，实现交易额超520亿元。

（二）城市数字化转型纵深推进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启动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诊断，遴选发布15家“工赋链
主”培育企业，智能工厂网络、可信数据空间
等数字供应链推进建设。累计建成国家级标
杆性智能工厂3家、示范工厂19家、优秀场景
111个，国家级工厂和场景数量“双倍增”。

重点场景持续迭代升级。建成 35 个生
活数字化转型重点场景，完成便捷就医、交
通 MaaS 等升级版场景建设，建成 456 个数
字伙伴微站点。推动成立城市灵境场景创新
中心，城市数字化转型体验馆开馆运行。

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推进布局建设。启
动建设数据交易国际板，累计挂牌数据产品
近1700个；建设公共数据运营监管平台，上
线 21 个公共数据社会化开发利用场景。累
计建设超7.7万个5G室外基站、35万个5G
室内小站，358个数字电话亭；物联网数据卡

用户数超1.4亿户，物联终端3亿个。人工智
能公共算力服务平台正式运行服务。

（三）狠抓稳增长促投资
招商引资深入实施。举办2023上海全球

投资促进大会，总投资674亿元26个项目签
约。全力打响“投资上海”品牌，持续开展投
资上海全球行、全国行，依托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世界人工智
能大会等重大会展平台开展专题招商。2023
年以来签约亿元以上项目超1300个，总投资
超1.2万亿元。

重大产业项目加快建设。制定签约、拿
地、开工、在建、竣工、投产“六张清单”。全年
推动新开工项目187个，华域汽车、发那科三
期等98个项目竣工。实施新硅聚合半导体、
凯迪拉克纯电动车等百个技术改造示范项
目，带动1500项技术改造项目。1-10月份，
工业投资同比增长9.9%。

（四）产业发展生态持续优化
产业高水平开放协同发展。制订发布

《上海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23-2025年）》，推进重点产业链高质量
发展。联合发布推动长三角三大产业协同发
展实施方案。海外推介上海产业发展，巩固
上海横滨友城合作成果，深化沪台、沪港、对
口帮扶地区、革命老区等产业合作；举办第
二十三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产业空间有力保障。推动“工业上楼”，
打造“智造空间”，东方芯港、生命蓝湾等特

色产业园区推进产业链布局和关键节点突
破。制定重点产业区域城市更新实施意见，
建立产业园区城市更新项目库。发布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全年预计实施调整 450
项，推动资源要素盘活利用。

产业人才队伍推进建设。实施“产业菁
英”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卓越工程师培养
专项，推动成立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
（上海）和先导产业产教融合联合体。

着力提升企业服务能级。建立实施重点
企业“服务包”制度，形成“一企一服务包”，配
置“一企一管家”，切实帮助企业办实事、解
难题、强信心。建立企业梯度培育平台，累计
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 15000 余家、市级“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980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710家。推动上海市与央企
深化合作，建立在沪央企“一对一”服务信息
档案。完善外资企业线上线下服务台。

2024年，上海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工信部和
上海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把握创新转型、提
质升级的工作导向，奋发进取、攻坚克难，巩固
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推动产业经济和信
息化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一是着力产业结构现代化，打造高端制
造业增长极。培育三大先导产业世界级高端
产业集群，集成电路围绕全产业链推进先进
技术攻关，打造IP创新生态；生物医药支持
细胞和基因治疗药物、医疗机器人等创新药

械研发，加快管线布局、临床应用和产业化进
程，推动合成生物铸造厂建设；人工智能深化
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模速空间”建设，培育
智能算力开放创新产业生态，推动高水平语
料数据开放共享，推进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
和产业化应用落地。智能网联汽车加快建设
车联网，全面提速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突破、
示范应用；高端装备加快实施大飞机高端产
业链培育；谋划布局量子科技、核聚变、空天
利用、深海探采、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深化
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同时，以智能制造拉动
新终端、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增长，提升产业
核心竞争力。

二是着力产业基础高级化，提升产业链
韧性安全水平。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对接
国家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推动重点企业
协同攻关；提升芯片研发能力，以信创产业、
新优品牌等拉动需求增长。

三是着力数绿转型融合化，促进新旧动
能接续转换。依托“工赋链主”打造重点产业
可信数据空间，推动数据共享、产能协同，新
建一批智能工厂，加快培育数字供应链产业
链。强化新型基础设施赋能方面，数据跨境流
通，联动国际数据港和上海数交所，发布数据
流动操作指引，试点海外数据在沪交易、国内
数据产品出海。在新一代通信技术方面，推动
5G应用拓展，加快6G研发布局，打造浦东、
闵行、松江等通信产业园。产业绿色化转型，
加快实施“工业互联网+绿色制造”，推动数
字化碳管理平台建设，引育ESG偏好型国际
化企业；培育绿电、绿氢、绿氨、绿色甲醇，打
造新型储能产业园；围绕CCUS构建绿色低
碳供应链体系，建设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绿
色供应链、绿色设计产品制造体系。生产性服
务业提质增能，引育30家以上产业互联网平
台，培育首批市级“两业融合”示范园区，新增
20家市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单位，搭建总集成
总承包企业“走出去”服务平台。

四是着力要素配置生态化，推动产业集
聚创新发展。落实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建
设“一网通办”专窗平台 2.0 版，加快龙头企
业、高增长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打造世
界一流企业。推出第四批特色产业园区，打造
产业地标；鼓励建设标准厂房、垂直园区、垂
直工厂，打造1000万平方米智造空间，推动
投资、技术、人才汇集，促进上下游企业集聚；
打造产业菁英品牌。

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浙江加快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自2023年以来，浙江省经信系统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坚
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工业经济实现稳
中有进。1—10 月份，浙江省规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5.6%，好于全国、高于东部；制造
业投资增长16.2%，连续34个月两位数增长；
1—9月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0.2%，在全国经济发展大局中发挥了挑
大梁作用。

（一）稳工业，支撑全省经济大盘。召开
全省加快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大会，创
新颁发“浙江制造天工鼎”，凝聚全省力量抓
工业拼经济。一是狠抓开门稳、开门红。落
实“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解题”活动部署，
开展“服务企业解难题稳预期提信心”专项活
动。二是狠抓减负降本。精准高效实施“8+
4”政策体系，加快落实“415X”先进制造业集
群培育政策，迭代用好“惠企政策直达”“一指
减负”应用，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高效兑
现。三是狠抓运行调度。打造“工业智治”应
用，常态化落实“一市一县一策”，定期开展用
电监测，月度实行指标晾晒，落实区域短板弱
项提示函制度，推动工业大市大县、重点企业
当好主力军，全力稳增长。制定“增利十条”，
出台《关于加强工贸联动支持企业稳生产拓
市场增效益的实施意见》，全力推动企业效益
回升。

（二）抓集群，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深入
实施“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召开
全省推进新型工业化暨深入推进“415X”先
进制造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大会，全力打造4
个世界级先进产业群、15个特色产业集群、
若干个高成长性“新星”产业群。1—10 月
份，集群核心区协同区贡献了全省工业增量
的 9 成、投资增量的 8 成。一是创新“核心
区+协同区”培育模式。以县（市、区）为主
体，遴选35个核心区、53个协同区，压实地方
主体责任，“一区一方案”推进培育创建。二
是创新“任务包+项目包+资金包”攻坚模
式。分集群定制攻坚“任务包”，组织核心区
协同区谋划“项目包”，竞争获取“资金包”。

三是创新“产业链链长+链主”制。突出重
点、精准发力，由省领导担任链长，龙头企业
担任链主，政企合力，打造绿色石化（精细化
工）、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智能物联、现代
纺织与服装4 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集成电
路、高端新材料、智能光伏、生物医药与医疗
器械4个五千亿级产业集群。

（三）强优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召开
全省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大
会，构建“1358”工作体系，全力推动数字经
济发展。一是抢占数字产业新赛道。出台

《关于支持信息服务业稳进提质的实施意
见》等政策文件，超前布局集成电路、高端软
件等9个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德清获批创建
首个县域为主体的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
二是推动数实融合新突破。召开全省产业
数字化“三个全覆盖”系列推进会暨中小企
业数字化改造试点现场会，全省数字化改造
覆盖率达 72.6%。三是深挖产业数据新价
值。深化产业数据价值化改革，发布“产业
大脑能力中心2.0版”；遴选公布11个DC-
MM区域试点，印发《浙江省企业首席数据
官制度建设指南（试行）》。

（四）扩投资，增强工业发展后劲。聚焦

制造业项目，全力抓进度、抓开工、抓投
产。一是加快推进制造业重大项目建设。
实施“千项万亿”工程先进制造业基地领域
项目，督促各地狠抓工业投资。实施“千亿
制造业重大项目投资工程”，开展“扩投资促
投产抓增量”专项活动。二是积极推进企业
技术改造。实施“千亿技术改造投资工程”，
加强对企业技术改造工作统筹管理，抓好工
业机器人应用推广。三是推动数字经济领
域投资。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千亿投资工
程”，富芯集成电路等15个百亿以上数字经
济项目加快建设。

（五）增动能，加快产业提质升级。坚持
以加快转型升级为主线，推动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一是
改造升级传统产业。深化“腾笼换鸟、凤
凰涅槃”改革，推进低效用地连片整治和
盘活利用。二是发展智能制造。实施企业
智能化对标提升行动，迭代建设“浙企智
造在线”应用，制定 《未来工厂建设导
则》地方标准，新增数字化车间培育项目
427个、智能工厂培育项目166个、未来工
厂试点企业 30 家。三是推进绿色低碳发
展。开展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组织实施

省级重点节能降碳技术改造项目92项，推
动市县联动实施2000余项节能降碳改造项
目；新培育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68家，绿
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19 家，数量居全国第
一。四是发展服务型制造。在全国率先开
展省级服务型制造区域试点工作，入选国家
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平台）18 家、国家
级工业设计中心12家，均居全国第一。

（六）强主体，开展企业梯度培育。构建
“创新型中小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国家制造业单
项冠军—国家制造业领航企业”梯度培育体
系。一是推进世界级领军企业培育。深化
实施“雄鹰行动”，制定《浙江省工业和信息
化领域雄鹰企业评定工作方案》，申报国家
领航企业评定工作试点企业95家。二是推
进产业链“链主”企业培育。指导绍兴开展

“链长+链主”工作试点，出台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产业链专项政策，谋划“走进链主”等
产业链对接活动。三是推进“专精特新”企
业培育。高质量承办2023全国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发展大会，积极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参
与核心技术攻关，累计培育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1432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突

破一万家。
（七）优保障，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深入

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全
面激发企业活力。一是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全面落实《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
例》，修订出台《浙江省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
条例》，出台经信领域营商环境“17条”。二
是优化“惠企政策直达”应用。开展“向企业
推介惠企政策”改革试点工作，“构建惠企政
策‘数智化’新模式 推动精准直达高效兑
现”获评全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第一批“最
佳实践案例”。三是探索开展企业“最多报
一次”改革。压减部门业务报表，归并企业
填报入口，启动建设全省统一填报系统。四
是开展“小微你好”暖企助企惠企专项行
动。通过企业码等平台办结企业诉求，开展
各类服务活动，常态化推进拖欠中小企业账
款化解。

2024年，浙江省经信系统将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
大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
破，紧扣“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新定
位新使命，坚持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
型工业化全过程，深入实施“415X”先进制
造业集群，推进国家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示
范区建设，开展产业链治理现代化改革，深
化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奋力建设全球先进
制造业基地；坚持从战略全局高度做强做优
做大数字经济，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创新提质

“一号发展工程”，深化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
展试验区建设，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
产业集群，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三个全覆
盖”，奋力建设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强省；坚
持在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中增强经济活力，
深入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
程”，落实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促
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条例，促进企业专精特新
发展，持续擦亮民营经济“金名片”，努力为全
国新型工业化提供浙江范例。

●上海市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710家。

●1—10月份，上海市工业投资同比增

长9.9%。图为国产大型邮轮图为国产大型邮轮““爱达爱达··魔都号魔都号””

●1—10月份，浙江省规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5.6%。

●1—9月份，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图为吉利纯电动汽车未来工厂图为吉利纯电动汽车未来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