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题2014年3月12日 星期三18

春节前夕的一次会议上，碰到银川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主任王久彬，这位银川市开发区的领军人物

总是斗志昂扬：“我们那里又有新东西了，‘四个’开

发区，有兴趣听听情况吗？”

正好那天宁夏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引起了笔者的关

注，第二天笔者就再次来到地处银川市中心以南一

块 3 平方公里的地方。再访开发区，这里不仅有新

东西，还令笔者有了新感悟。

当下，各地都在积极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问题

是，定位是否找好、思路是否清晰了呢？我认为银川

开发区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周围许多开发区发展步伐慢下来了，先行先试的

作用弱化了，总是抱怨国家政策不连贯、不到位。而

银川开发区的决策者认为,开发区要想进一步开放，首

先要自己的思想进一步开放，简单地说，就是有没有

魄力和勇气做出一件走在西部、抢在全国前边的事。

他们选择了打造“iBi”新型业态，决意闯出一条引领

西部、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结合的创新路径。他

们不仅有思路，1 年多的改革创新已经有了初步成

果：14 万多平方米的地块，120 多家企业入驻，10 亿

多元的营业收入⋯⋯

有了扩大开放的前提，下一步就是怎样激发活力

的 问 题 。 银 川 开 发 区 思 路 很 清 晰 ： 全 力 深 化 改 革 。

银 川 开 发 区 的 方 式 方 法 听 上 去 似 乎 是 老 套 路 ， 但

是，在落实过程中，为保证“软一手”改革真的执

行到位，银川开发区出台了铁腕政策，出重拳触及

方方面面的利益。而“硬一手”的改革方面，由于

传 统 与 粗 放 的 方 式 运 行 太 久 ， 因 此 改 起 来 难 度 太

大。针对这个特点，银川开发区强制性实施了“三

调”、“两转”、“一示范”，有效地保证了各项改革措

施落到实处。

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高效发展，这涉及到

改革攻坚最难啃的骨头——经济运行转型升级。如何

系统性、立体化地迈过这道坎儿，银川开发区做出了

科 学 的 设 计 、 绘 就 了 转 型 升 级 的 清 晰 路 线 图 ： 做

“ 强 ” 优 势 企 业 、 做 “ 大 ”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 做

“出”新型业态、做“成”后发展空间、引导节能降

耗升级，这一新战略正在结出丰硕的果实。

应该欣喜地看到，在新一轮深化改革的浪潮中，

银川开发区不仅有新思维、新思路，更有坚定前行的

步伐和果断的措施，他们建设“宁夏第一、西北一

流、中国特色”的目标必将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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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

转 型 升 级 阔 步 行

图 说图 说札 记

开放开发区——
打造“iBi”升级版

银川“iBi”育成中心目前已有

软件动漫、物联网、电子商务、生

物医药等入园企业 120 家，从业人

员 2400 人，2013 年的主营业收入达

到 10 亿元，成为银川开发区新的经

济增长点

“开发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开放是
开发区的灵魂和动力源泉。以新能源、
新技术、信息化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
命已悄然来临，它将促进新一轮改革开
放和转型升级。”银川市委常委、副市
长、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久彬
这样看待开放与开发区发展的关系。

王久彬认为，扩大开放的第一道闸
门是思维。思维落后是代际落后，代际
落后越追越远；能力落后是条件落后，
条件落后越追越近。改革开放 30 多年，
从 沿 海 起 步 ， 然 后 向 长 三 角 、 珠 三
角、渤海湾地区延伸，无论深圳、广
州 、 上 海 浦 东 ， 还 是 天 津 滨 海 新 区 、
河北曹妃甸，递次向西部推进，承接
东部产业转移。

因此，银川开发区要实现跨越式发
展，就要做到先行先试。“经过几年的艰
苦摸索，我们走出一条将虚拟经济与实
体经济有机结合的路子。”据银川育成中
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梁亚彬介绍，西
北首个将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知识产
权转化为一体的智慧生态园——银川

“iBi”育成中心将通过虚拟经济与实体
经济相结合的产业发展平台，支持现有
软件企业及大数据开发与应用、电子商
务、网络金融、干细胞、北斗导航系统
等项目加快发展，重点发展基于网络和
数据开发的“键盘经济”。

据 梁 亚 彬 介 绍 ， 作 为 西 部 首 个
“iBi”，银川“iBi”育成中心具有“三
大”、“二密集”、“一年轻”的特点：这
里是大数据开发与应用的集聚区、大平
台应用的新型业态引领区、全产业链大
服务示范区；这里是知识最密集的地
方、信息最密集的地方；这里是年轻人
的世界、创业者梦想出发的地方。

目前，银川“iBi”育成中心已有软
件动漫、物联网、电子商务、生物医药
等入园企业 120 家，从业人员 2400 人，
2013 年的主营业收入达到 10 亿元，成
为银川开发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4 年，银川“iBi”育成中心将
开工建设 40 万平方米的科技地产及附属

配套设施，年内将有 15 万平方米投入使
用。3 月 5 日，总投资 25 亿元的赛伯乐
物联网集聚区项目、方达电子“云立
方”大厦项目、西部云谷、丝路文化创
意中心和育成中心基础设施配套 5 个项
目已开工建设。

活力开发区——
“软硬”结合激发动力

“软一手”是指以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为突破口，实施管理体制改

革；“硬一手”是就实体经济转变发

展方式，提出“三调、两转、一示

范”的改革新思路

经过多年发展，银川开发区已取得
较大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日益显露
出主导产业与其他地区产业类同化、经
济发展资源和环境成本较高、产品结构
较为单一、易受宏观经济形势波动影响
等多项“短板”。

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激活动
力？银川开发区管委会经过深入调研，
决定从“软一手”和“硬一手”两手同
步启动新一轮改革。

据介绍，“软一手”是指以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实施管理体制改
革。去年以来，开发区先后出台了 《关
于促进投资和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规
定》、《关于保增长促投资加快经济发展
的具体措施》，鼓励企业申报支持非公经
济发展的各项政策，优惠电价，鼓励支
持小微企业发展。同时，加大对工业转
型升级的财政扶持力度，出台鼓励兼并
重组、产业升级的政策措施。

“硬一手”是就实体经济转变发展方
式，提出了“三调、两转、一示范”的
改革新思路。“三调”，即调高、调新、
调轻。“调高”即将开发区打造成为高新
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现代服务业的聚集
区。“调新”即将开发区的发展方式由单
纯依靠投资拉动逐步调整到依靠创新驱
动和新型业态带动。“调轻”即重点发展
非重化工产业，提高消费类产品及相关
服务业的比例，提升经济的抗风险能
力。“两转”，是指转变引进培育企业的
方式，由单一的政策鼓励引导向加强创
新平台建设与政策引导相结合转变；转
变经济增长模式，由传统的追求产能扩
张向提高单位面积经济和生态综合效益
转变。“一示范”是指到 2017 年，建成
技工贸总收入达到 1000 亿元级的产业
区，将开发区打造成为推动全市、引领
全区转型升级的示范区。

发展开发区——
五轮驱动转型升级

银川开发区管委会绘就了独特

的转型升级路线图：做“强”优势

企业，做“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做“出”新型业态，做“成”后发

展空间，引导节能降耗

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形势严峻，
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深处内陆、经济总
量小、工业重化度高的银川开发区，调
整与转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银川开发区管委会经过调研认识
到，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必须转型升级，
而新时期的转型升级不能一蹴而就，必
须是系统的、立体的。在此基础上，他
们绘就了自己独特的转型升级路线图：
做“强”优势企业，做“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做“出”新型业态，做“成”
后发展空间，引导节能降耗升级。

“就从开发区做‘强’与做‘大’这
两块，足以了解我们跨越发展的后发优
势。”据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贸易发
展局局长李金铭介绍，在做强优势企业
方面，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选择 100 家
重点企业带动转型。立足国内技术水平
最高、规模最大和国际领先的要求，将
隆基硅材料、共享铸钢等企业打造成为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单打冠军”。选择
100 家优势企业作为重点培育对象，到
2017 年，100 家重点培育企业产值超过
500 亿元。其中，产值过 10 亿元的达到
30 家，产值过 5 亿元的达到 30 家，产值
过 1 亿元的达到 40 家。通过以点带面，
逐步形成支撑持续转型升级的保障体
系，成为带动开发区转型升级的支柱，
打造新的经济发展推动力。

在做“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银川经
济技术开发区提出形成 5 个百亿产业集
群支撑转型。到 2017 年，形成高端装备
制造、战略新材料、精细化工、大数据开发
与应用、消费品生产及服务业 5 个产值过
100 亿元的产业集群。一是推进装备制
造产业发展层次的高端化，支持企业应用
信息技术和创新商业模式，增强信息化条
件下企业的竞争力，至 2017 年，高端装备
制造业的产值达到 180 亿元；二是以单晶
硅棒、切片及电池组件为重点，推动新材
料产业实现爆发式增长。到 2017 年单晶
硅产能达到 16000 吨，占全球总量的四
分之一以上，占国内总量的三分之一；三
是以宝丰精细化工园为突破口，延长能源
化工下游产业链，到 2017 年，精细化工产

值突破 100亿元；四是紧紧抓住大数据发
展刚刚起步的有利时机，加快构建大数据
开发与应用的各类要素平台，积极拓展与
大数据开发应用相关联的电商、存储设备
制造、数据库建设等相关领域；五是大力
发展集产品生产、文化推广、工业旅游等
新型消费产品，提升服务业发展档次。

高效开发区——
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现有工业

及软件信息企业 360 家，建立 1 家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4 家院士工作

站，8 家国家和地方联合工程研究

中心

新战略引领新思路，新思路收获新
成果。

——综合实力显著提升。银川经济
技术开发区现有工业及软件信息企业
360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69 家，共有
高新技术企业 22 家；建立 1 家国家级企
业技术中心，4 家院士工作站，8 家国家
和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综合发展水
平 被 商 务 部 考 核 定 位 为 西 部 排 名 第 8
位，体制创新指数与国内 29 家开发区并
列第一；被工信部认定为“装备制造国
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被商务
部、科技部认定为“新能源国家科技兴
贸创新基地”⋯⋯

——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优势产业。
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形成了明显的比较优势，小巨人机床、
共享铸钢、西北轴承、巨能机器人等企
业在全国及世界具有影响力。主要产品
数控机床、起重机械、特种铸钢、高端
轴承等产品的科技含量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以光伏材料为主的新材料产业形成
了从单晶硅生产到切片、电池组件较为
完整的产业链条，隆基硅、银星能源、
银河新能源等企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国
内最大的单晶硅材料生产基地。

——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2013
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275 亿元，同比增
长 17%；工业增加值 77.7 亿元，同比增
长 16%；固定资产投资 98 亿元，同比增
长 26%；全年累计兑现科技创新及保增
长促投资奖励资金 1.4亿元⋯⋯

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开放促改
革，以改革促创新，以创新促发展，将
以“快马加鞭未下鞍”的豪情，绘就又
一幅魅力画卷。 文/许 凌 拓兆兵

压题照片 银川视博数字影像科技

有限公司内景。

深 化 改 革 见 实 效

张裕摩塞尔十五世酒庄外景。 赛伯乐物联网聚集区效果图。 宁夏巨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生产的机器人。宁夏巨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生产的机器人。

银川“iBi”育成中心外景。

在 2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不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优化环境，优质服务，吸引了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进驻，

助力新兴产业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正通过“开放开发区”、“活力开发区”、“发展开发区”和“高效开发区”实

现新的跨越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