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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7日，山西省发改委发布了《山西中部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
专项规划（2022—2035年）解读》，山西中部城市群崛起，在产业协同发
展方面有重磅政策落地。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是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
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未来，山西将依托五市（太原、晋中、忻州、吕梁、阳
泉）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在产业发展上相互借力、融合，延
伸产业链条，促进产业集聚，优化产业生态，协同打造一批优质产业集
群，共同构建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一体化产业发展格局。

对于中部城市群的产业格局，山
西提出由五市协同打造“两极三廊五
群多点”产业格局。以现有产业为基
础，以市场化推进为原则，坚持优势
集成、差异布局、错位发展、开放协
作，推进产业政策创设联动、资源和
产业协同配置、产业全链条协同互
补、产业相互间跨界融合、产业基础
设施协同共建、要素链和产业链融通
共享，协同构建新产业格局，打造以
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共同提升山西中部城市群产业规模和
整体竞争力。

其中，两级是指以太忻一体化经
济区、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为核心，
强化两大增长极引领作用。整合区域
创新资源和产业基础，着力打造山西

中部城市群南北增长极，辐射带动五
市产业协同发展。

延伸打造三大产业廊带，以山川
水系、交通干道为纽带，强化城市间产
业分工协作，共同打造先进制造、生态
文旅康养、现代物流三大产业廊带。

重点培育五大产业集群，加强产
业配套、空间集聚，促进产业链上下
游协同合作，推动产业发展集链成
群，协同打造新材料、高端装备制
造、新能源、节能环保、现代医药与
大健康五大产业集群。

多点协同区域错位发展，推动山
西中部城市群内各市聚焦主导产业，
坚持产业错位发展，打造一批特色鲜
明、优势互补、链条完整的产业集聚
区。

打造“两极三廊
五群多点”新格局

新的产业规划，列出了从 2022年
至 2035年的计划清单。

到 2025年，新材料、高端装备制
造、新能源、节能环保等领域形成四
大千亿级产业集群，现代医药与大健
康产业集群化水平明显提升，文化旅
游、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进入全国
第一方阵。先进制造业支撑作用明显
增强，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
值比重达到 5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到 12%，力争
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到 2030 年 ，“ 两 极 三 廊 五 群 多
点”产业格局全面形成，产业一体化
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创新链与产
业链深度融合，五市间产业协作达到
较高水平，联合培育形成一批特色鲜
明、优势突出、链条完整、在全国具

有较高市场占有率和较强竞争力的产
业集群，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达到 55%以上，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到全国平均
水平，率先全面完成资源型经济转型
任务。

到 2035年，重点产业领域区域内
分工更加合理、协作效率大幅提升，
相对完整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全
面形成，在中西部地
区乃至全国产业分工
和价值链中的地位大
幅跃升，涌现出一批
世界级产业集群、全
球头部企业和国际知
名品牌，在全国经济
版图中的重要地位全
面彰显。

五市协同发展，最重要的是强化顶层设
计，建立政府间协商机制，统筹制定要素配
置、利益共享等方面的产业政策，健全城市
群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在这一方面，山西将
探索多条新出路。

首先，健全产业政策协同推进机制，建
立重点产业领域制度规则和重大政策沟通协
调机制，在产业发展、企业登记、土地管
理、投融资等政策领域建立协商机制，统一
制定落实环境容量、项目投资、综合配套等
政策制度。建立跨地区多部门信息沟通共享
和协同推进机制，在市场准入、法规制订等
方面加强统筹协调和综合配套，率先打破行
政壁垒。探索实行区域重大决策联合听证、
专家咨询和公众参与制度。推进政策协同执
行，加强质量控制、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
跨区域执法联动。

建立标准化协作机制，加强城市群标准
领域合作，推进建立太忻一体化经济区标准
化协作机制，试点开展区域内通用基础市级
地方标准的互认、采信。支持地方和企业标
准制定合作，健全标准研制与科技创新、产
业融合发展机制，推进检验检测结果互认。

鼓励城市群具备相应能力的社会组织和有关
单位积极参与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的制

（修） 订。
建立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围绕企业

跨区域转移、跨行业联合，探索建立资金、
项目、税收等环节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机
制，通过按比例分成、按股份分成并提取产
业基金等方式，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
研究建立共建园区和项目的财税分配体制，
完善重大经济指标协调划分的政府内部考核
制度。建立区域互利共赢的税收利益分享机
制，推进办税缴费服务便利化，持续优化

“全程网上办”和“跨区域通办”。
建立一体化投资机制探索在“城市群共

同基金”中提取一定份额基金，申请发起设
立“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子基金”，重点投
向于城市群产业升级、技术改造、项目引进
和运营、科技创新平台构建和承接重点产业
转移等领域。统筹省级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使
用，聚焦城市群重点产业集群、重点企业、
重大项目建设，给予贴息、补助、奖励等倾
斜支持。 （张磊）

据《山西晚报》

产业政策创设联动
探索新出路

山西中部城市群崛起迎来新机遇
重磅政策落地促产业协同发展

2022-2035年
目标清单已列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