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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对制造业发展至关重

要。面对日趋复杂的供应链环境变化，各地

要精准施策“补链”“强链”，提高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优化产业链布局，为制造

业恢复注入信心。

做好补链强链文章

日前，2022 庐山全球商界领袖大会在江

西庐山举办，会上共签约项目 78 个，签约金

额达 1105.4 亿元，涵盖数字经济、新能源、文

化旅游等重点产业和新兴产业。类似这样的

产业链精准招商对接活动，今年前三季度江

西共举办 1650 场，签约产业链项目 2284 个，

引进资金 18129.7 亿元。

“江西坚持项目带动，招大引强做好‘建

链’文章。”江西省工信厅副厅长谢志锋介绍，

按照“高大上、链群配”思路，江西编制重点产

业链招商指南，积极开展填空式、补位式、链

条式精准招商，有效提升了产业链供应链的

稳定性和竞争力。如南昌高新区瞄准电子信

息产业链的缺失环节，有针对性地“补链点”，

推动产业聚优成势。

目前，江西探索形成产业链链长牵总、产

业联盟盟长搭台、金融服务团团长服务、高校

校长支撑、企业链主带动的“四长一主”工作

协调联动机制。江西省工信厅经济运行处处

长付筠介绍，江西突出对症下药、一企一策，

通过产业链问题收集办理、企业特派员等帮

扶机制，为产业链企业集中解决困难问题。

江苏盐城制定了《重点产业链培育行动

计划》，聚力打造 5条地标性产业链，着力发展

8 条优势产业链，培育突破 10 条潜力产业链。

截至 8月底，23条重点产业链规上企业实现开

票销售 3304.2 亿元，增长 32.1%。江苏省工信

厅数据显示，目前，江苏已培育 16个先进制造

业集群和 50 条重点产业链，规模超万亿元行

业达 5个，新型电力装备、工程机械、物联网等

6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入选“国家队”，数量居全

国首位，晶硅光伏、风电装备、品牌服装等 7条

产业链迈入国际中高端水平。

江苏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张华表

示，江苏坚持以创新为引领，推动产业链价值

链向高端攀升，同时利用新技术促进产业链

向新场景、新赛道延伸，体现出“高”“新”的发

展特点。“下一步，江苏还要继续发挥实体经

济强的产业优势，在产业链的韧性上下功夫，

加大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的全产业链渗透，

提升政府引导全社会的‘串链’能力，实现产

业链的多链联动融合发展。”张华说。

近日，重庆两江新区出台《打造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龙头引领行动计划》，提

出要实施整车龙头引领、供应链体系升级、创

新策源提能、应用体验提升、价值链延展、产业

生态培育六大行动，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全产业链条。“随着该计划的实施，两江新区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创新

体系、产业生态都将得到进一步夯实。”重庆两

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洁介绍，

按照计划，到2025年两江新区智能网联新能源

整车产业规模将突破2400亿元。

聚焦重点产业培育

走进位于江苏南通如东县的江苏海力风

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风电装备生产车

间，到处是忙碌景象。机械臂在流水线上翻

转滚动，一台台海上风机塔筒和海上风机单

桩基础设备整装待发。海力风电副总经理于

鸿镒表示，如东已集聚风电上下游企业近 80

家，还建有国内唯一“海上风电母港”，能够提

供仓储、运输、安装等风电产业全流程配套服

务。在当地产业链政策支持下，如今企业年

产值已超过 50 亿元。

“如东风电从零起步，风电装备产业从无

到有，不断发展壮大。为补齐壮大产业链，我

们以产业龙头统筹推进企业培育、项目建设、

特色基地建设，实行重点产业链挂钩培育推

进机制，成立产业强链专班，根据项目定产

业，依据产业招引项目，循环促进。”如东县发

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风电全产业

体系相关销售额有望突破 400 亿元。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池宇表

示，“十四五”期间，江苏将围绕 16 个先进制

造业集群和 531 产业链实施壮企强企工程，

加快构建协同、高效、融合、顺畅的大中小企

业融通创新生态，激发涌现一批协同配套能

力突出的“专精特新”企业，推动形成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集聚高地，打造一批“拆不

散、搬不走、压不垮”的产业“航空母舰”。

连日来，在重庆两江新区龙兴新城，赣锋

新型锂电池科技产业园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

象。“按照规划，这里将建设成为国内最大的

固态电池生产基地。”江西赣锋锂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项目现场负责人彭林告诉记

者。据介绍，该项目的建设将极大完善两江

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动力电池板块布

局，推动两江新区汽车产业朝着电动化、高端

化迈进。

今年以来，重庆两江新区坚持汽车产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以新能源汽车、

智能网联汽车为重点，相继引入了阿尔特两

江国际汽车研发基地、赣锋新型锂电池科技

产业园、亚欧新能源等一批汽车产业领域具

有标志性的项目，加快推动汽车产业补链、强

链、延链，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显著提升。前三

季度，两江新区汽车产业产值增长 21.7%，生

产整车 69.7 万台、增长 18.2%。其中，新能源

整车产量 13.55 万台、增长 313%。中国汽车

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万鑫铭认

为，目前重庆发展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集群

迎来了重要机遇期。

与此同时，近年来两江新区以实施“链长

制”为抓手，围绕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智能终

端三大产业集群开展招商工作，电子信息产

业构建起“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智能终端”

的发展态势，“芯屏器核网”全产业链加速形

成。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两江新区直管

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 1608 亿元。

以芯片领域为例，两江新区一方面引入

超硅光电、万国半导体、奥特斯等企业，重点

布局 IC 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等产业链

关键环节，不断补齐产业链短板；另一方面积

极推进集成电路设计与材料领域技术研发应

用，提升产品附加值。

建设公共服务平台

近年来，江西加快推进产业链科技创新

联合体建设，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

业融通创新。如围绕产业链发展共性需求，

布局建设一批专业水平高、服务能力强、支撑

力度大的公共服务平台，截至 2021 年年底，

江西全省建成综合平台 83 个、民航适航审定

中心等专业平台 1577 个。“依托创新平台，公

司积极研发新技术新产品，目前以动力电池

系统为核心，上游延伸到矿产原材料、电芯正

负极材料等关键环节，下游延伸至储能、动力

电池回收利用等产业，在稳链补链强链上走

出一条自主可控之路。”南昌欣旺达新能源有

限公司政府事务部主任张秀玲说。

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重庆两江新区

以两江协同创新区为载体，推动汽车企业与

高校院所共建产业创新联合体，围绕产业关

键核心技术开展攻关，加速成果转化应用。

北理工重庆创新中心装备轻量化团队负责

人赵岩告诉记者，团队开发的高精度断裂卡

片及自动化卡片生成软件，使仿真碰撞试验

分析精度提升了 20%，卡片开发效率提升了

75% ，有 效 降 低 了 整 车 碰 撞 试 验 成 本 。 目

前，该软件已在长安、吉利、长城等车企中得

到应用。

李洁说，当前，重庆两江新区正围绕产业

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加速

培育形成以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生物

医药为主导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补 链 强 链 为 产 业 筑 基 赋 能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吴陆牧 蒋 波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

数据显示，今年前 10月，我国新

能源汽车销量为 528万辆，市场

占有率达到 24%。这一数据已

经超出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规划（2021—2035 年）》提出

的“到 2025年，新能源汽车新车

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

的 20%左右”的发展愿景。汽车

产业市场和技术的变化传导至

消费领域，首当其冲的便是成

品油加工销售企业。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

展和燃油车的减量，成品油的

消费空间势必受到大幅压缩。

此外，受益于节能技术的进步，

传统的燃油车单车油耗也呈现出逐年降低的趋势。可以预

见的是，未来成品油消费在达到饱和后会持续走低。有业

内人士根据近几年销售数据分析，成品油消费达峰时间在

2027 年左右，甚至还会提前。

在当前，“油达峰”虽然尚未到来，但已经加速接近。对

成品油产销企业来说，应对油达峰要有紧迫感，需根据市场

趋势尽快科学谋划，做出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型步伐。

在生产端，近几年“减油增化”已成为炼化行业的主要

转型路径。从目前的市场需求看，成品油消费虽然已日趋

饱和，但是化工产品仍然存在结构性不足，特别是部分高

端、特种化工产品还依赖进口。辩证地看，在炼油产品中，

普通汽油、柴油的消费虽然会逐步退出，但是润滑油、航煤

等特种产品在未来仍有市场需求。因此，减油增化的“减”，

不一定是完全退出；“增”，也并不意味着要一哄而上。

在产能布局中，一方面要保供稳基本，着眼国际国内

市场环境和细分市场需求，在保障大宗基本化学品市场

供应的同时，切忌在“增化”方向中盲目扩大产能，造成新

的过剩；另一方面要调优增高新，“减油增化”的关键是优

化产品结构和技术路径，针对目前高端化工产品的短板

和化工新材料的差异化需求，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加

强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填补国内空白替代进口，实现

高质量转型。

在销售端，让加油站变成加能站，让新能源车“出得

了城、下得了乡”，既是能源消费变革的实际需要，也是传

统油企适应市场变化的必然选择。今年 8 月份，交通运输

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加快推进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行动方案》中提出，到 2025 年年底前，基本形成公

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更好满足公众高品质、多样化

出行服务需求。在鲜明的政策和市场导向下，加油站应发

挥好网点优势，加大与供电企业、交通部门的合作力度，

探索创新供能模式。

应对

﹃
油达峰

﹄
要有紧迫感

陈发明

近日，财政部发布《关于支持深圳探索创新财

政政策体系与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从 5 个部分

14 个方面支持深圳探索促进公共服务优质均衡

的财政政策体系，支持深圳探索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支持深圳加快建立与先行

示范区相适应的现代财税体制，支持深圳探索提

升财政管理效能的有效路径。

深圳市财政局局长代金涛表示，《意见》的出

台，契合了深圳正值“双区”驱动、“双区”叠加、“双

改”示范时代背景下的财政发展需求，是对深圳财

政工作继续探索创新、再上新台阶的充分支持。

《意见》明确，支持深圳在促进公共服务优质

均衡、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探索相关财政政策

体系，同时支持深圳加快建立与先行示范区相适

应的现代财税体制，并探索提升财政管理效能的

有效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

长杨志勇表示，这是《意见》最大的亮点，建立了一

个支持地方财政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能为地

方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样板。目前，我国已先后

围绕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浙江、贵州等区域和

省份出台文件，支持地方加快提升财政治理能力，

完善并发挥税费政策。

根据《意见》，深圳将强化民生财政投入保障，

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

局，打造美丽中国深圳样板。同时，深圳将在全国

税制改革中先行先试，重点在探索粤港澳大湾区

融合发展、支持科技创新、支撑深圳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建设、推动绿色发展等方面承担国家重大税

收改革工作和研究课题，努力为全国创造更多可

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代金涛表示，深圳财政

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创新财政

政策体系，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优化财政资源

配置，助力深圳打造民生幸福标杆和可持续发展

先锋城市。

《意见》把探索促进公共服务优质均衡的财

政政策体系排在了首位。在公共服务中，深圳有

哪些和老百姓生活相关的领域将会得到改善？

据介绍，近年来，深圳在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

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

教育。深圳将加快构建义务教育投入足额保障、

非义务教育成本合理分担、规范鼓励支持社会力

量投资办学的教育投入体制，建立健全教育经费

保障体系，在“幼有善育、学有优教”上取得新进

展。深圳将努力构建支撑教育先行示范的教育

经费保障体系，建立动态调整各级各类教育生均

拨款标准的经费保障机制，适时调整公办普通中

小学运行经费生均标准，建立健全“生均+项目+

绩效”高校财政投入政策，着力解决教育发展不

平 衡 不 充 分 问 题 ，推 动 各 级 各 类 教 育 高 质 量

发展。

《意见》提出，指导深圳研究制定支持做好“双

碳”工作的财政政策措施，鼓励深圳增加应对气候

变化投资、推行以减污降碳指标为基础的奖惩试

点，支持深圳开展污水收集处理收费试点，综合运

用多元化投融资工具推进水污染治理全面达优。

“近年来，深圳财政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低碳

发展理念，持续加大生态文明建设资金投入，推动

深圳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代金涛表示，深圳

将进一步建设财政保障机制，着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制定支持做好“双碳”工作的财政政策措施，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形成一批示

范引领、走在前列的标志性成果。

探索创新财政政策体系与管理体制——

深 圳 将 有 哪 些 新 动 作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本版编辑 孟 飞 辛自强 美 编 王子萱

成品油产销企业

在 产 能 布 局 中 ，一 方

面 要 保 供 稳 基 本 ，切

忌在“增化”方向中盲

目 扩 大 产 能 ；另 一 方

面 要 调 优 增 高 新 ，优

化产品结构和技术路

径 。 在 销 售 端 ，加 油

站 应 发 挥 好 网 点 优

势 ，探 索 创 新 供 能

模式。

□ 《意见》建立了一个支持地方财政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包括高质量发展、

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它能为全国地方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样板。

□ 《意见》把探索促进公共服务优质均衡的财政政策体系排在了首位。深圳将

加快构建义务教育投入足额保障、非义务教育成本合理分担、规范鼓励支持社会力量

投资办学的教育投入体制，建立健全教育经费保障体系。

近日，在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智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技术骨干在调试压着

机。近年来，坊子区做好高技能人才队伍培养与建设，不断改革创新人才制度，注重实用、突出

特色，为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能工巧匠。 岳 军摄（中经视觉）

制造业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是我国经济命脉所

系，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风险挑

战，如何稳定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报即日起推出“夯实制造业发展根

基”系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