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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广西柳州这座工业城市发展的基因。创新，让这座城市崛
起成为西南重要的工业基地。创新，让这座城市的传统产业由“夕
阳”变“朝阳”。创新，让这座城市实现了工业发展与城市宜居齐飞。

发展思路的创新，是事关城市发展的大事。2014 年，柳州市创新
发展思路，抓住国家批准实施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和自治区实
施“双核驱动”战略的重大机遇，按照“实业兴市，开放强柳”、打造
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的战略部署，更加注重转方式、调结构和转型升
级，推动经济稳中有进和提质增效，实现了打造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
的良好开局。

2014 年，面对错综复杂和异常严峻的发展形势，柳州保持了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208.51亿
元，增长 8.5%；工业总产值达 4419.86亿元，增长 10.3%；财政收入 316.55
亿元，增长 11.0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765.49 亿元，增长 16%。柳州
以广西 1/13 的面积，1/12 的人口，创造了广西 1/7 的经济总量，1/5 的工
业产值，1/7的财政收入，在广西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在创新发展思路的同时，柳州市大力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
新能力建设。2014 年，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全市新增自
治区级工程技术中心 5 家、企业技术中心 5 家、重点实验室 1 家。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已达 146 家。宝骏 730、景逸 S50 等汽车新产品相继上
市。柳州市成为国内第五个汽车年产量突破 200 万辆的城市，汽车产
业产值突破 2000 亿元，增长 13.7%；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产值分
别迈上 700 亿元、200 亿元台阶，柳州市微车、MPV 销量继续领跑国
内市场。冶金、机械产业有效应对市场疲软困局，柳钢钢材产量迈上
1300 万吨台阶，柳工大吨位装载机国内市场占有率继续保持首位。战
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产值突破 300亿元，占全市比重 8.3%。

新常态呼唤新动力。新的一年，柳州这座地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的工业城市，将赋予创新更多更新的内涵，转换新动力，创新驱动再
出发。

一、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启动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和自主创
新示范区创建工作。加快建设各类科技创新平台体系，重点推进国家
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进出口汽车检测重点实验室、3D 打印技
术应用示范推广中心等项目建设。加大创新投入，发挥财政专项资金
引导作用，对技术水平高、成长性好、产业发展带动作用明显的项目
给予重点扶持。优先支持产业链技术合作项目、产学研合作项目，支
持新兴产业和有发明专利的企业优先发展。推动企业创新，鼓励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鼓励企业加强上下游
技术和关联技术合作。加快企业技术中心、研发中心、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建设。推动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共建研发中心，探索多种
合作模式和灵活有效的产学研用合作机制，提高主导产品和关键技术
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企业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研发水平。大力
实施品牌战略、标准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扎实推进质量强市，深入
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

二、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
大力培养和聚集人才。围绕重点产业提升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着力
引进培育创新领军人才和重点创新团队，引领高层次创新人才队伍建
设。充分发挥科技专家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智囊作用，进一步加强院
士顾问与柳州市对口企业的联系沟通。培养造就一批高素质的党政人
才、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和社
会工作人才，重点加强高层次、高新技术人才与青年人才队伍建设，
重视发挥老年科技人才的作用。落实各项人才扶持政策，大力实施

“优秀人才接触柳州计划”、“双百人才工程”，形成人才愿意来、留得
住、能干事、干成事的政策环境。

三、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紧紧抓住发展实业这个根本，把创新
创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形成发展的新动力。
培育创新创业精神，坚决破除一切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让每个有
创业意愿的人都有自主创业空间。培育创新创业主体，大力鼓励和扶持
科技人员、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农民工、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留学回国人
员等各类群体自主创新创业。加强创业培训，切实抓好创业培训机构建
设、培训教师培养管理和培训后续服务，对有创业意愿的人群实现创业
培训全覆盖，打造服务型职业教育体系。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加快建设
一批创新创业园区和孵化基地，重点加强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留学
生创业园、大学生创业园、信息产业园等平台建设，培育一批示范性基
地。优化创新创业环境，着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和市场环
境，全面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

四、科学统筹智慧城市建设。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统筹推进产
业、政务、民生、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智能化应用，力争到 2018 年，使
全市信息化水平步入全国先进行列。打造智慧产业，推动两化融合，
实施智能制造生产模式示范工程，重点围绕汽车、机械等支柱产业，
构建全产业链信息化建设，推动阳和工业新区、河西工业园打造成为
广西两化融合示范园区。打造智慧政务，重点推进网上市民中心、网
上办事大厅、政府门户网站、电子政务云服务平台、大数据资源库及
信息交换平台等系统建设。打造智慧交通，重点加快建设贯穿交通政
务、交通管控、交通指挥、交通服务、交通决策为一体的智慧交通综
合体系。打造智慧消费，推动市民卡在全市范围推广应用，加快实现
水、电、气、交通、通信、医疗等领域的便捷支付。打造智慧新媒
体，重点以新技术应用引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建设传播
手段先进、渠道品种齐全、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设智慧柳
州新媒体大数据平台，促进智慧媒体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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