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新闻4 2024年8月6日
编辑：路轶晨 电话：010-88558896 E-mail：wull@cena.com.cn

上半年制造业

成绩亮眼

随着各地宏观组合政策落地显
效，市场需求逐步恢复，企业预期有
所改善，各地工业经济向好态势得
以巩固。近日，各地上半年工业经
济数据相继出炉，成绩亮眼。

工业经济是山东经济发展的
“头号工程”，山东聚力提升发展质
效、促进数实融合、强企固链育群等
事关工业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上
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8.5%，全省41个工业大类行
业中，有 39 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
长，增长面已连续3个月保持95.1%
的历史高位，较去年同期提高19.5
个百分点。

在贵州，上半年全省第二产业
增 加 值 达 4100.03 亿 元 ，增 长 了
6.8%。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8.3%，制造
业增长8.6%。

江苏上半年工业生产总体较
快，延续了向好发展态势。上半年，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6%，较上年全年加快1个百分点，
总体延续去年以来的较高增速。从
行业看，列统的40个工业大类行业
中，33 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同比增
长，增长面达 82.5%，其中电子、化
工、汽车、电力热力行业实现两位数
增 长 ，分 别 增 长 13.8% 、10.8% 、
12.6%和12.8%，合计对全部规上工
业增长的贡献接近五成，是拉动工
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天津市统计局近日发布上半年
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天津地区生
产总值为 8191.12 亿元，同比增长
4.9%。其中，工业生产保持平稳，装
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支撑有
力。上半年，天津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4.4%。

河北也扭转了年初以来工业增
加值增速逐月回落态势，数据显
示，6月当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9.4%，1—6月增长7.6%，高于
全国1.6个百分点，快于上年同期
0.4个百分点。上半年，河北全部
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2%，其

中制造业占GDP比重为26.3%，分
别高于2023年年末0.2个百分点和
0.4个百分点；实现工业税收1159.9
亿 元 ， 占 全 部 税 收 的 比 重 为
43.2%，工业经济在稳定经济大盘
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

新质生产力

加快培育

新兴产业逐渐壮大、未来产业
培育统筹推进，以高技术制造业、数
字产品核心制造业为代表的先进制
造业增势良好。今年上半年，各省
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工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近
日召开工业经济运行分析会，全市
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6%，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群增加值增长
24.8%。今年 1—6 月，重庆汽车产
量达121.4万辆，重回全国“汽车第
一城”。其中，重庆新能源汽车产量
达39.1万辆，同比增长1.5倍，远高
于全国平均增速（30.1%），增速在全
国汽车产量前十大省市中排名第一
位。目前，重庆纯电动、插电式、增
程式、氢燃料、换电式等新能源汽车
的技术路线齐全，整车主力产品普
遍达到 L2 级以上级别的自动驾驶
水平。全市汽车行业建成数字化车
间340个、智能工厂50个、创新示范
工厂11个、5G+工业互联网先导应
用和5G全连接工厂12个。

在北京，工业、信息软件业成为
支撑全市经济增长的重点产业，上
半年增加值合计首次超过 7000 亿
元，占 GDP 比重超过 3 成，对经济
增长贡献超6成，上拉GDP增速3.4
个百分点。记者在北京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
解到，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
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北京云计算、
大数据、基础软件、应用软件（包括
互联网应用）、数字内容服务等细分
领域增势强劲。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出口增势良
好，为全市工业增长贡献重要力量。

上海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
22345.59亿元，同比增长4.8%，工业

生产总体平稳，其中先导产业发挥
引领作用。上半年，上海全市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0%，全市三大先
导产业制造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6.1%，其中，集成电路增长 19.2%。
相关产品产量较快增长，全市锂离
子电池、集成电路、3D打印设备和
服务器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27.1%、
20.7%、16.6%和13.4%。

四川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发展向
好。上半年四川地区生产总值为
29463.3 亿元，同比增长 5.4%，规模
以上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9%。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
业增长 11.6%，电子及通信设备制
造业增长10.0%，航空、航天器及设
备制造业增长3.5%，医药制造业增
长1.5%。

在安徽，今年以来，全省持续推
动工业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
发展，工业生产延续去年回升向好
态势，呈现较快增长。根据安徽统
计局发布的数据，上半年，安徽规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增幅比
一季度和全国分别高0.9个百分点
和2.5个百分点。安徽省制造业持
续迈向高端化。上半年，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增长 22.3%、比全国高
13.6个百分点，增加值占全省规上
工业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12.8%上
升至15.3%。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
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信息
化学品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
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30.8%、
11.2%、66.2%和15.3%。

大规模设备更新

带来新契机

技术改造是企业保持旺盛生命
力的关键密码，大规模设备更新政
策又给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带
来新的契机。今年以来，各地都在
抢抓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机遇，新
政效应初步显现。

今年上半年，广东全省工业设
备更新投资大幅增长 25.3%、技改
投资增长 18.1%，带动工业投资增
长15.5%。

河北也在抢抓大规模设备更新
政策机遇，今年上半年，河北工业投

资增长 14.1%。其中，高技术制造
业投资增长31.4%。河北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推动大
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既利当前，更利长远，河北支持工业
企业抢抓政策机遇更新设备，提升
先进产能比重，推动河北产业加快
迈向先进制造业。

河北已经印发《加快制造业技
术改造升级行动方案》，提出围绕钢
铁、化工等10个行业和百个特色产
业集群，每年滚动实施技改项目
3000项，到2027年实现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截至目
前，全省共入库工业项目 6371 个，
其中设备购置和更新类项目 5512
个，计划设备购置投资 7887.7 亿
元。对照工信部27个重点行业和4
个重点领域，组织企业申报国家技
术改造再贷款，246 个项目通过首
批再贷款审核，计划总投资 1007.6
亿元，其中设备投资547.3亿元。河
北还组织省内银行、金融租赁公司
等33家金融机构开发72个支持工
业企业设备更新的专属金融产品，
与省内 19 家全国性银行建立协同
机制，已推送重点设备更新项目超
过1500个。

在湖北，全省大力推动落实大
规模设备更新，新政效应初步显
现。湖北省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
示，湖北上半年整体经济运行平稳，
实现生产总值达 27346.45 亿元，同
比增长5.8%。从生产端看，装备制
造业加速发展，上半年增加值增长
11.2%，高于全省规上工业增速 3.3
个百分点，对工业经济增长贡献率
为39.7%。其中，计算机通信电子、
电气机械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9.3%
和 22.9%，对工业经济增长贡献率
分别达 25.2%和 10.9%。从需求端
看 ，设 备 工 器 具 购 置 投 资 增 长
2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5个百
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速3.6个百分
点。其中，工业项目设备工器具购
置投资增长 29.1%，占全部设备工
器具购置投资的比重为86.0%。

福建设备更新政策效果也开始
逐渐显现。上半年，设备工器具购
置投资快速增长：全省设备工器具
购置投资增长 23.5%，增幅比全省
投资高17.8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 路轶晨

在重庆两江新区的赛力斯超级工厂中，车间里数百台机械臂不停挥舞，快速精确地执行着各种复杂的生产命令，赛力斯的问
界M9从这里流水般生产出来；在天津，空客A320系列飞机亚洲总装线正式交付第700架在津完成总装的飞机……

今年上半年，各地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呈现出较快增长态势，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制造业规模持续扩大，占比稳步提升。各省份相继公布上半年成绩单，数据亮眼。

本报讯 四川近日举行油气化
工行业大规模设备更新推进活动，
四川将以“智改数转”为重要突破
口，推动油气化工行业大规模设备
更新，促进安全生产、绿色生产。活
动现场，围绕推动油气化工行业智
慧化改造，共签约 14 个项目，金额
超13亿元。

油气化工是四川传统优势产
业，规模和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
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四川油气化工设备大多建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设备更新势在
必行。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前四川已明确，将以大
规模技术改造带动工业领域设备更
新，以“智改数转”为突破口，通过政
策引导、技术帮扶、金融支持，推动
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油气化工行业‘智改数转’具
有很强代表性，对四川其他传统产

业设备更新有一定借鉴意义。”活动
现场，来自企业和学界的代表指出，
化工行业设备耗能高、占地大，面临
互联基础差、改造成本高等难点。

对此，四川鸿鹏新材料有限公
司董事长黄凤翔带来企业的创新
探索。该公司与高校联合打造的
微通道连续流产学研基地，通过上
智能化设备，使微通道连续流反应
器占地面积缩小到原来的十分之
一。项目采用连续流化学技术，传
热效率是传统釜式反应的 1000
倍，可大幅缩短从研发到大规模生
产的周期，研发效率提升 10 倍以
上，还能实现自动化控制，减少“三
废”排放。

除了增“智”，还要加“数”。航
天云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相
关负责人呼吁，应加强油气化工智
慧化云平台的建设，让数字“会说
话”，破解油气化工行业“信息孤
岛”问题。

（川 文）

本报讯 日前，江西启动了新
一批专精特新企业认定，2800多家
企业踊跃申报，专精特新队伍即将
扩容。

为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
展，江西建立形成创新型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三级培育机制，引导更多

“种子独角兽”企业加速奔跑、加快
成长。截至目前，全省拥有三年有
效期内创新型中小企业8187家、省
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3791家、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55家。

近年来，江西不断优化服务，创
建省级及以上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
范平台64个、小型微型企业“双创”
示范基地 41 个，持续开展“一起益
企”、中小企业服务月、“创客中国”
江西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等系
列活动。针对企业融资问题，江西
推出“专精特新贷”“工信通”等金融
工具，累计为专精特新企业发放贷

款 300 多亿元。支持企业直接融
资，近年来推动23家专精特新企业
上市，341 家纳入省股权交易中心
专精特新专板。针对人才培养问
题，连续10年开展专精特新企业家
和领军人才培育，累计培训企业家
上万人次。针对市场拓展问题，组
织电子信息、新材料及新能源等重
点产业链专精特新企业，参加中国
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和APEC中小
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帮助企业
开拓海内外市场。

为助力更多中小企业融入大企
业产业链供应链，江西组织大企业

“发榜”、中小企业“揭榜”，吉安谊盛
电子等企业成功“揭榜”大企业技术
需求。同时，开展航空、电子信息产
业链“百场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创
新对接活动，促进 270 余家中小企
业与产业链龙头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170多个。

（赣 讯）

本报讯 近日，第十二届互
联网安全大会 （ISC.AI 2024） 在
北京开幕。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顾瑾栩在致
辞中表示，伴随着人工智能新技
术、新场景、新业态的涌现，网
络威胁也随之不断升级，推动人
工智能技术和数字安全融合发展
成为助力数字化建设、提速数字
经济发展的关键。北京将充分发
挥首都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引

擎，构建“人工智能+安全”的发
展格局，为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
杆城市提供支撑。

一是加强创新体系建设，北
京已经聚集形成以中关村国家实
验室为核心，众多人工智能网络
安全领域的产学研机构协同创新
生态体系。北京将充分发挥科技
资源和创新能力的优势，加快

“人工智能+安全”核心技术研发
攻关，探索核心技术路径，构筑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安全底座。
二是提升创新产业发展能级。北
京将推动人工智能与新兴产业融
合发展，推动数字安全产业高质
量发展。三是完善产业生态，着
力提升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承
载力，推动产业空间扩容提质，
健全产业服务体制，吸引“人工
智能+安全”的企业入驻，发挥行
业组织作用，共同构建人工智能
安全产业生态体系。

根据近日发布的《北京市推动
“人工智能+”行动计划 （2024-
2025年）》，北京将搭建内容安全
大模型平台，强化技术治网能力，
利用大模型加强对文本、图片、音
视频等多模态内容的识别精度，自
动高效处理超大规模内容审核业
务，大幅降低人工成本，帮助平台
企业提高安全合规能力，筑牢网络
安全屏障。

（京 文）

北京加快“人工智能+安全”核心技术研发攻关

四川推进

油气化工行业大规模设备更新

江西启动

新一批专精特新企业认定

本报讯 近日，云南省新型工
业化现场推进会在楚雄彝族自治
州举行。会议指出，要加快工业经
济动能转换、结构升级、质效提升，
推动新型工业化实现新突破取得
新成效。

会议指出，近年来，工业经济在
全省发展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各地各部门要坚定不移大抓产业、
主攻工业，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
为主攻方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
措，把工业经济“势”巩固住、“形”立
起来、“质”提上去。

会议强调，在产业发展上，要着
力扩大增量、优化存量、激活变量，
推动绿色能源、烟草、有色金属产业
加快转型、全面升级，推动绿色铝、

硅光伏、新能源电池产业延伸链条、
聚链成群，推动生物医药、新材料、
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做大规模、提升
能级，推动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
游、现代物流产业联动工业、融合发
展。园区是产业发展主战场，在园
区发展上，要坚持不懈抓招商引资、
抓营商环境、抓资产盘活、抓配套服
务，推动园区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
全力争先。在企业发展上，要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头部链
主企业、规上工业企业、成长型中小
企业、停产减产企业，着力招大引
强、扶优培强，推动大项目好项目落
地。各地要坚持用改革思维、改革
精神、改革方法，推动工业聚势突
破、强势崛起。 （云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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