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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为加快推进产业基
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规划》明确提
出要实施“产业链现代化工程”，坚持锻
长板与补短板相结合，建立产业链链长
制，在技术研发、要素供给、供需衔接、标
准制定等方面加强协调，密切协同，提升
产业发展质量和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
趋向高端、产品趋向终端，推动产业高技
术含量、产品高附加值和市场高占有率，
争取在全国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占据更高
位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进

产业链现代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
心竞争力心竞争力。。推动产业链现代化是构建推动产业链现代化是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王昊介绍说王昊介绍说，，
未来我省将重点抓好三大任务未来我省将重点抓好三大任务，，一是加
快锻造产业链长板，二是重点补齐产业
链短板，三是大力推动产业质量提升。

在锻长板方面，我省将立足能源资
源优势、区位优势、成本优势，加大传统
产业技术改造力度，提升智能制造水平，
加快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提升钢铁、有
色、建材产业集中度，有效夯实传统产业
支撑作用。

在补短板方面，我省将实施产业基
础再造工程，建立完善关键工业基础技
术和产品清单，加快基础领域研究攻关，
加强基础产品示范推广，夯实产业基础
高级化根基。支持核心基础零部件、先

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的首批次或
跨领域应用，对重点基础产品、工艺实施

“一条龙”应用计划，促进整机系统和基
础技术互动发展，整合形成产业链上下
游良性互动机制。开展产业链精准招
商，瞄准产业链缺失的高附加值环节，精
准引进一批完善配套、强链补链的重大
项目。

在推动产业质量提升方面，我省将
努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推动全
产业链优化升级。增强高质量标准供
给能力，在煤机智能制造、光电、光伏等
领域力争形成新标准。建设一批产业
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试验检测类公
共服务平台和工业大数据平台，完善产
业基础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产业质量。

（冷雪）
据《山西日报》

抢占制高点抢占制高点 打造增长极打造增长极
优先推动发展新兴产业优先推动发展新兴产业
————《《山西省山西省““十四五十四五””141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解读解读

6月23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山西省“十四五”规划各专项规划系列解读新闻发布会的第八场发布会。围绕“十
四五”期间我省1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何谋篇布局等话题，省工信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马运侠，省工信厅投资与规划处
处长李鑫，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昊，深入解读了《山西省“十四五”1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主要内容。

去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视
察时强调，要“在转型发展上率先 出一
条新路来”，这对我省高质量转型发展提
出新的重大要求。省委十一届十次、十一
次全会指出，要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
业，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横下一条心、
培育新动能，坚定不移推动 14 个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
加快推动信创、半导体、大数据、生物基
新材料、特种金属材料等产业生态建设，
持续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蛋糕，努
力实现从“一煤独大”到“八柱擎天”的
转变。

“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省工
信厅牵头编制完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
规划》。”马运侠表示，《规划》是从宏伟蓝
图转化为具体“施工图”的重要一步，“十
四五”时期，我省将牢牢把握建设重要的
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研发制造基地的战略

定位，积极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力
争在重大领域、细分领域换道抢滩，率先
形成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领先方队。

“十三五”时期，我省把培育发展 14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推动“六新”发
展、培育新动能的关键着力点，战略性新
兴产业正成为山西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核
心引擎和关键支撑。

“十四五”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将
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从国内看，发达地
区都在提前谋划、加紧布局。面对各省
竞相发展、百舸争流的竞争性态势，山西
不进则退，慢进亦退。

“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战
略重点，集中优势资源，集聚各方力量，
优先推动发展新兴产业，抢占制高点，打
造增长极。”马运侠说。

作为“十四五”时期的发展蓝图，《规
划》以“ 出一条转型发展新路”为根本

遵循，以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为核
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贯彻
新发展理念，全方位围绕产业发展的关
键环节和重要载体，实现各领域、各环节
举措的有机衔接、有效贯通，对于构建全
省产业生态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规划》聚焦我省‘十四五’转型出
雏型的重要阶段性战略目标，提出了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基本形成的总体发展
要求，从六大方面提出了发展目标。”李
鑫说。《规划》确定了山西的总体定位，即
到 2025 年，拥有一批在全国具有较高市
场占有率和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其
中，将信创、大数据、半导体等 3-5个战略
性新兴产业，打造成为全省新的经济支
柱。同时，全省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
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以 14 个战略性新
兴产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对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

未 来 5 年 ，是 我 省 抢 抓 重 塑 性 机
遇，加快转型发展 新路的关键时期，

《规划》立足我省重大战略，坚持分类施
策，精准定位 14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
球全国产业格局中的角色和地位，积极
谋划实现“六新”突破的方向和路径，确
保为“十四五”山西转型出雏型提供硬
支撑。

聚焦 14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
全力打造支撑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四大支
柱型产业、五大支撑型产业、五大潜力型
产业，精准实现重大领域、细分领域的换
道抢滩。

据李鑫介绍，我省一是要做强做大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半导体、大数据、碳
基新材料等 4 类支柱型新兴产业。二是
加快发展光电、特种金属材料、先进轨道
交通装备、煤机智能制造装备、节能环保
等 5 类支撑型新兴产业。三是全力培育
生物基新材料、光伏、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通用航空、现代医药和大健康等 5 类
潜力型新兴产业。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新动能。从国内外社会经济发
展情况看，数字经济是新一轮产业变革
的关键领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各领

域的深度融合所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以
及生产模式的改变，是产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驱动力。

“ 《规划》 提出，我省要加快发展
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王昊表示，提高数字经济与先进
制造业的融合度，实现实体经济领域的
产业数字化转型是当前推进产业发展的
必由之路。山西将从推广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升级、促进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这三条路径入手，全
面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

把握山西定位和特色，彰显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精准实现重大领域、细分领域的换道抢滩

坚持锻长板与补短板，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制图：山西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