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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
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要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
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加快西部地
区产业转型升级。”这为西部地区实现高质
量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指明了前进方
向。随着中国经济结构深刻变革和全球产
业链布局重新调整，西部地区作为经济发
展的重要增长极，正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
的重大机遇。面对我国产业发展新趋势、
新特点，把承接产业转移视作成长新机遇，
已然成为西部各地共识。

甘 肃
立足优势承接产业转移

甘肃将工业强省、产业兴省作为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招”，积极推动新型工
业化，着力“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推动
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构建
具有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工业经济规模持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

以强承接谋发展
酒泉一重西北高端装备制造基地项目

是2023年产业转移签约项目，总投资15亿
元，生产大型风电配套轮毂、底座、主轴等
重要零部件和百吨级核乏燃料罐。一、二
期项目设计月产能8000吨，项目建成达产
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6亿元，对酒泉市
打造新能源装备制造全产业链，壮大产业
集群具有重要意义。

承接产业转移是推动工业投资增长的
重要途径。近年来，甘肃持续打好产业基
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通过加快
建设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实现风
光大省向风光强省转变，做强做优特色优
势产业，已培育形成以石油化工装备、电工
电气装备、新能源装备、高档数控机床、现
代农机、矿山及工程装备等为主的产业链
条，初步构建起兰州石油化工装备、天水电
工电气装备、酒泉新能源装备等特色产业
集群。2021年，甘肃省被纳入全国一体化
算力网络8个枢纽节点之一，并设立庆阳
数据中心集群，融入全国算力网络体系。

在今年的对接活动中，甘肃省白银市、
酒泉市、兰州市、庆阳市立足资源优势和化
工、冶金有色、新能源装备制造等产业基
础，聚焦化工新材料、冶金有色新材料、新
能源装备制造、特色农产品加工及生物医
药、数字经济和电子信息等产业链发展壮
大和集群培育，搭建承接产业转移合作交
流平台，开展专题对接。兰州石化公司
120万吨/年乙烯改造项目、华明新材料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酒泉市肃北东280万千
瓦抽水蓄能项目等协议项目的签约，将为
甘肃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注入新动能。

以优环境谋共赢
“我们对招商引资和产业转移项目实

行‘一对一’‘全流程’‘闭环式’管理服务，
在提升服务效能的同时，让企业感受到我
们的诚意。”庆阳市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建
设科科长马远说，庆阳市围绕招商引资项
目落地，创新建立了项目“落地办”机制，由
落地专员提前将手续办理所需资料推送给
企业，帮助准备要件，招商部门确定1名分
管负责同志全程盯办，积极与各职能部门
沟通衔接，极大压缩了前期手续办理时限。

优良的营商环境是承接产业转移的
“金字招牌”。今年，甘肃挂牌成立营商环
境建设局，聚焦政务、市场、法治、创新、要
素、人文“六大环境”提升行动，围绕重要指
标加力提升、重大项目加速落地、重点区域
亮点培育等工作，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全面
优化、提档升级、质效兼优、向新向好的积
极态势。同时，甘肃通过制定落实“一项一
策”“一企一策”重点项目帮扶计划，紧盯
10条产业链30个重大项目集中攻坚服务，
加强行政审批、要素供给、权益维护等方面
的服务质效监督，协调解决企业和项目合
理诉求。

贵 州
以承接产业转移促进高质量发展

2024年以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制定了《2024年产业招商大提升工
作方案》，以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紧抓
产业转移风口，以“东部企业+贵州资源”

“东部市场+贵州产品”“东部总部+贵州基
地”“东部研发+贵州制造”的“4+”合作模
式，承接产业转移开展产业招商大提升行
动，促进州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整合有效资源，找准目标企业。
黔东南州充分运用“1局+7专班”模式，摸
清全州有效资源，特别是“5+N”现代工业
产业体系资源，绘制了全州特色食品、矿产
资源精深加工和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大健
康医药、木材加工及家居制造资源布局图，
梳理了州内现有主导产业企业187家。通
过全州有效资源，寻找符合黔东南州资源
主营业务，并有投资意向和产业转移的企
业812家，其中：粤港澳大湾区564家企业
及182个科研机构、商协会；长三角区域42
家企业；成渝区域15家企业；长沙地区9家
企业。并将目标企业按照县市、园区主导
产业、专班主要招引方向、部门主管业务、
州政府驻外机构负责区域进行了分级分类
划分，根据企业信息，各级各部门编制了精
准招商项目，上门开展招商洽谈。

二是优化招商机制，发挥协调职能。
黔东南州制定“一张产业链图、一个招商项
目库、一套全流程服务、七个主导产业发展
专班”的机制，为项目推介、签约、落地、建
设提供全流程服务。积极协调好各县
（市）、园区、专班、州直部门、州政府驻外机
构共同推进州级重点项目。同时，各级各
部门积极谋划招大引强项目，协调项目要
素保障，促进项目落地服务工作。如：州级
7 个主导产业发展专班在推进招引项目
中，州投资促进局协调州政府驻外机构提
供目标企业信息，协调县（市）、园区提供要
素保障资源，协调州直部门提供要素保障
政策措施，及时向州委、州政府汇报项目推
进情况，并汇报州委、州政府领导会见客
商。州委、州政府适时组织相关县市和部
门召开招商营商工作推进会，对项目推进
存在的问题进行研判和分析，解决项目难
点、堵点和痛点，确保项目快签约、快落地、
快投产。

三是统筹项目建设，抓好项目推进。
以“把事做成”作为招商引资工作标准，对
全州各级各部门招商引资情况实行通报调
度机制，将招引的存量项目、在建项目、洽
谈项目进行分级分类推进。2024年来，州
级重点在谈招商引资项目84个，拟投资额
252.67亿元。

内蒙古
承接产业转移成效显著

内蒙古自治区工信厅深入贯彻落实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承接产业转移
的决策部署，立足内蒙古自身禀赋特点和
战略定位，有序承接产业转移，着力打造西
部产业新高地。截至目前，在 2023 中国
（内蒙古）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上签约的
总投资额4573亿元的160个项目，已开工
139个、总投资额达3494.9亿元，已完成投
资373.6亿元，承接产业转移成效显著。

据有关负责人介绍，内蒙古承接产业
转移优势明显。一是支持政策叠加。内蒙
古是全国唯一同时享有西部大开发、东北
全面振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3大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省区。二
是区位优势显著。内蒙古地域广袤，在区
位上，地跨“三北”、内联八省，外接俄蒙，南
邻京津冀经济圈，东靠东北老工业基地，是
京津冀、黑吉辽等地区产业转移合作的优
选之地。三是能源矿产资源富集。内蒙古
自治区煤炭、稀土、铅、锌、银等21种矿产
的保有资源量全国第一，风能资源全国第
一，太阳能资源全国第二。四是绿电优势
明显。截至目前，内蒙古新能源总装机规
模超过1亿千瓦，成为全国第一个新能源
总装机突破1亿千瓦的省区，年可发绿电
约2300亿千瓦时。

产业转移为内蒙古实现跨越发展带来
了新机遇、增添了新动能。当前，内蒙古通
过有序承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
大力引进新能源、新能源装备制造、有色金
属、新材料等高质量项目，形成了以煤炭、
电力、冶金建材、化工、农畜产品、现代装备
制造、稀土、生物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为支
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升级，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开放合作
新格局正在形成。

云 南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推动产业发展

长期以来，云南省聚焦“3815”战略发
展目标，围绕持续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
济、口岸经济，立足资源、区位优势，积极承
接产业转移，通过实施系列产业发展三年
行动、加快沿边产业园区建设、举办产业转
移发展对接活动、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等举

措，有效承接了一大批绿色硅、绿色铝、新
能源电池、电子信息、服装纺织等重点产业
项目落地云南，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

特色优势产业加速扩量提质
近年来，立足全产业链发展，持续承接

引进了魏桥、隆基、裕能等一大批项目，将
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产业打造成为
云南发展势头强劲、优势明显、标识度高
的、具有云南特色的优势产业。云南工业

“新三样”规模快速扩大。2022 年硅光伏
成为千亿级产业，2023年绿色铝成为千亿
级产业，2023年“新三样”产值达到2610亿
元、超过电力行业产值，增加值占比重提升
至 8.9%，对规上工业增速的贡献率达到
54.2%，今年上半年达到 38.9%，云南工业
新的增长极地位持续巩固提升。同时，发
展质效稳步提升。绿色铝产业加快向精深
加工发展，云南宏合、中信戴卡、云南友升
等一批重点项目加快推进。硅光伏产业加
快向电池片、组件等下游环节延伸，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全省建成电池片 38.5GW
（吉瓦）、光伏组件13.5GW（吉瓦），6月份
云南省第一块光伏玻璃成功下线。新能源
电池产业加快向电芯、储能电池环节延伸，
储能电池产品实现零的突破。“中国绿色铝
谷”“光伏之都”“中国新能源电池产业重要
基地”影响力不断扩大。

特色产业园区加快发展
立足产业集聚发展，把产业园区作为

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引导转
移产业企业及项目向园区集中，一批特色
鲜明、产业聚集的园区加快发展、后劲十
足。如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依托云南砚
山产业园区、云南富宁产业园区，加快打造

“中国绿色铝谷”核心区，今年上半年全州
绿色铝产值占全省绿色铝产值的 53.2%。
再比如，立足沿边优势，承接引进了一批重
大项目，云南保山产业园、红河河口沿边产
业园、德宏瑞丽沿边产业园等纺织鞋服专
业园区加快发展，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
州为例，已累计引进纺织服装加工企业达
65家，上半年签约生产加工项目19个。此
外，生物医药产业方面的昆明高新区、玉溪
高新区，电子信息制造方面的昆明高新区
（闻泰智能制造产业园），新能源产业方面
的曲靖产业园区、安宁产业园区、大理祥云
经开区等一批特色产业园区，通过持续承
接引进产业转移项目，做大做强主导特色
产业。

落地企业实现长足发展
实施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三年行动，全

力打造快捷办事的云南效率、热情周到的
云南服务、说到做到的云南诚信，为企业在
云南的发展、为项目在云南的落地做好服
务。企业不断扩大在云南的布局。隆基在
云南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硅棒、硅片生产基
地，今年5月份投产的云南通威二期20万
吨高纯晶硅项目是全球首个年产20万吨
高纯晶硅项目，继楚雄、文山后，宇泽半导
体在昆明东川区的20GW（吉瓦）单晶硅拉
棒项目今年上半年点火投产。云南创视界
光电建设了国内首条具备大规模量产能力
的硅基OLED生产线，落地企业在云南的
发展得到快速提升。

社会效益持续显现
随着云南承接产业转移工作的持续有

效推进，产业发展经济社会效益持续显
现。工业税收成为云南财政增收的重要支
撑，企业落地发展持续带动拓宽了就地就
业渠道，创造了云南产业扶贫的生动实
践。在税收方面，如文山州涉及铝产业企
业入库税款从2020年的4780万元增加至
2023 年的 14.37 亿元，2024 年一季度入库
税款4.53亿元。在拓展就业上，如隆基绿
能累计提供就业岗位1.6万个，德宏州纺织
服装企业提供就业岗位2.6万个，文山州铝
产业发展带动新增就业人数达1.4万人，曲

靖亿纬锂能陆续六条产线达产后将提供近
2000个就业岗位。在光伏扶贫上，昆明岩
头村“阳光银行”帮助村民创收，扶贫光伏
电站全年可为关联各村带来发电收益达
20万元以上，“光伏+”正成为助推乡村振
兴的实际载体。

打造承接产业转移
“广西模式”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广西产业转移
有序有效推进，产业转移合作模式持续创
新，东中西部产业梯度转移格局正在加速
构建。广西作为大湾区重要战略腹地，锚
定“10＋5＋4”现代化工业体系目标，有序
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大力推进工业振兴，取
得了显著成果。过去三年全区规上工业增
加值年均增长6.5％，今年1—4月，全区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7％，比全国增速高出
1.4个百分点。

产业转移如何引得来、接得住？这是
摆在中西部省份面前的重要问题。广西通
过挖掘自身优势，探索出了承接产业转移
的“广西模式”。

一是依托沿边临港产业园区因地制宜
承接产业转移。近年来，广西充分挖掘“沿
边临港”这一重要优势，项目引进捷报频
传。南宁市加快建设中国—东盟跨境产业
融合发展合作区，成功引进比亚迪、龙电华
鑫等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北海市打造临
港大工业，引进信义、福莱特、南玻、新福兴
等头部企业，光伏玻璃从无到有，产能跃居
全国第三。崇左凭祥市、百色靖西市、防城
港东兴市发挥“边”的优势，利用“东盟资
源”，加快发展落地加工产业。今年1至4
月，广西沿边临港产业园区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同比增长14.5％，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45％，发展势头强劲。

二是主动对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实现
产业新布局。广西不断强化重大战略对
接，积极对接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国家区域重大战
略，与相关省市签署合作协议，与国务院国
资委召开央企座谈会，推动各方与广西合
作共建产业园区。目前江门（崇左）产业园
等一批项目正加速落地，15家央企与广西
相关市签署 18 项合作协议，总投资超过
1300亿元。

三是探索形成跨区域跨境产业合作新
模式。广西立足产业基础、要素特色和区
位优势，加快构建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
链。目前，瑞声科技等企业已形成“大湾区
研发—广西制造—东盟组装”产业链；上汽
通用五菱建成了“柳州研发和零部件—印
尼整车组装和市场”产业链；中伟、华友等
金属新材料企业建成“海外原材料—广西
精深加工”产业链，恒逸、桐昆等化工新材
料企业形成了“东盟炼油—广西炼化”的

“双基地”模式，柳工、玉柴、美斯达等企业
积极开拓欧洲市场，形成“引入欧洲技术—
广西制造—欧洲销售”的双向合作模式。
2021年至2023年，广西累计推动建设跨区
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项目超500个，形成
了一系列产业开放合作新模式。

四 川
推动高新区成为产业转移首选地

今年 3 月份，京东方第 8.6 代 AMO-
LED（有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体面板）生产
线项目在成都高新区奠基，作为国内首条、
全球首批第8.6代AMOLED生产线，项目
总投资约630亿元，是四川省单体投资额
最大的制造业项目，将助力成都成为全国
最大的柔性面板生产基地。

最大投资、最大基地，两个“最大”的背

后，是成都高新区产业向“新”发力的体
现。如今，四川8个国家级高新区、20个省
级高新区已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科技创新的重要策源和产业发展的重
要载体，以不到全省 0.43%的建设用地面
积贡献了 18.6%的 GDP。2023 年，四川区
域创新能力提升两位至第10位、跻身全国
第一方阵，高新区功不可没。

高新区成为制造业重大项目投资沃土
3 月下旬，乐山高新区新能源产业园

内，航达光伏、风电储能锂电池项目现场，
工程车来回穿梭。该项目由东莞航达电子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达15亿元，建
成后将推动乐山高新区光伏产业发展。

今年，乐山高新区提出目标：2024 年
重点推进80个项目，聚焦光伏产业及电子
信息、新能源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预计
总投资860亿元。

在2024年四川省500个重点工业和技
术改造项目中，来自高新区的超过十分之
一，五十亿级、百亿级大项目很多都聚集在
高新区。“在承接制造业重大项目投资方
面，高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是重要的经济
引擎。”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

看产业基础。四川全省高新区的主导
产业，基本覆盖四川六大优势产业。成都
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超过全省的
50%，乐山高新区、宜宾高新区、眉山高新
区是全省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高地，贡
献了全省相关产业超四成的营收。不少高
新区还向新赛道发起冲击，攀枝花高新区
聚焦钒钛新材料和清洁能源，重点打造世
界级钒钛产业园区，绵阳则锚定磁性材料，
不断寻找新兴产业突破口。

看创新平台。高新区是四川自主创新
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以成都
高新区为例，全区已聚集国家级创新平台
66家，占全省的四分之一；培育国家级孵化
器41家，占全省的40%；围绕细分赛道中试
平台全覆盖的目标，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成果中试首选地，建成投运34个。

看营商环境。优质的营商环境是区域
竞争力的关键，绵阳高新区（科技城直管区）
启动项目投资、服务业、招商引资“三大追
赶”提质行动，建立工作专班、集中办公，专
责、专策、专业招引、服务项目；内江高新区
从企业需求出发，建立企业困难问题台账，
近年来累计协调解决企业重大困难问题40
余项，帮助办理应急转贷资金超1.9亿元。

不是简单承接，而是协同布局
对四川来说，承接产业转移，是要引

“新”招“智”。“对接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
不简单等同于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而
是强调在新兴产业上协同布局。”四川省
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西南财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丁任重说。

从近年来四川各高新区的招商引资实
践看，协同布局、引“新”招“智”的态势已经
显现——

成都市 2024 年一季度招商引智重大
项目集中签约活动上，长城汽车与成都高
新区签约，计划将长城汽车西南研究院落
户成都高新区。长城汽车副总裁吴会肖介
绍，将把该研究院打造为全国规模最大、规
格最高的智能座舱软件研发基地。

2023年3月，宜宾高新区从零起步发
展光伏产业，目前已签约落地项目 20 余
个，总投资超1000 亿元，串起了光伏产业
链的五大环节。一批来自东部地区的优秀
企业在此落地、开工、投产。

这得益于宜宾高新区着力打造优质的
营商环境。例如，宜宾高新区通过优化项
目审批流程、畅通申报通道、简化申报手
续、全面及时落实惠企政策，加快推进项目
落地，从开工到投产，和光同程光伏科技
（宜宾）有限公司一期16GW（吉瓦）高效晶
硅电池片项目仅用时147天。

高新区的创新资源和平台优势也是企
业看重的因素。

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能否成为产
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关键在于创新成果
能否转化。“我们吸引项目的最大‘底气’
源于绵阳的 18 家国家级科研院所、15 所
高等院校以及25家国家级创新平台。”绵
阳科技城党工委副书记董泓表示，绵阳高
新区（科技城直管区）正依托“云上大学
城”“云上科技城”，深入实施“科技顾问”

“科技助理”“技术经纪人”制度，畅通技术
和需求对接渠道，促成更多外来科技成果
实现本地转化。

（相关材料提供：云南省国资委 、贵州
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投资促进局、内
蒙古自治区工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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