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驱动是转型发展的
重要引擎。乌达区始终引导
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带
动支柱产业向精深加工方
向转变，逐步提升产业层次
和区域核心竞争力，同时，
借力“互联网+”，共同助力
产业提档升级。

科技创新优势在转型发
展中逐渐显现，它降低了投
资和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
效益和发展潜力，引导企业
转型升级，提高节能减排成
效。到2018年，乌达区拥有
自治区级研究中心 9家，自
治区级企业研究院 3户，申
报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技
术34项，科技创新和技术革
新86项、76项，科技成果鉴
定 47项，美国杜邦、中国成
达、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国
际一流企业、科研院所和园
区企业达成了固定的科技合
作关系。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传
统实体产业为基础的“产融
云研”协同构建的产业互联
网平台应运而生，推动产业
生态优化、促进区域经济发
展成大势所趋。2018年9月
7日，落户于乌达区的西北化
学网正式与公众见面，它将
金融、科技有效结合，帮助企
业把原有线下贸易线上化，
降低企业流转成本、提高效
能品质，实现信息流、资金
流、物流、商流的四流合一。

科 技 创 新 牵 手“ 互 联
网+”，推动着传统化工企业
转型升级。西北化学网的引
进增加了政府扶持企业的新
路径，通过吸纳企业进入平
台为企业提供融资、技术、管
理方面的便利、解决系列发
展难题，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以“互联网+化工”为切入口，

通过整合各方资源，打通上
下游产业链，使产业链由简
单的空间集聚向互联网专业
化、系统化集聚。其间，政府
扶持平台、平台让利企业，政
府通过平台支持企业的发
展，实现了企业、平台与政府
三方的共赢。

2008 年到 2018 年，在
这一经济发展周期的十年
间，乌达区工业经济转型成
效初显，产业结构逐渐合
理。工业园区内落户企业51
家，园区内投资总规模达
350亿元。预计到2020年，
乌达区将努力建成产值超
300 亿元的新型工业化园
区，经济总量进入自治区旗
县区前列，非煤产业占工业
总量的比重达到70%以上，
医药、农药化工产业比重达
到50%以上，多元发展、多极
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
成，实现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建成全国重要的氯碱化工生
产加工基地和自治区西部精
细化工城。

回看来时路，在经济转
型中，乌达区不畏泥泞、不畏
艰险，在重重困难间，以长
远发展的眼光、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迈出了铿锵步伐、奋
力前行。

如今，站在这个伟大时
代的新起点上，乌达区满怀
希望、意气风发，结合形势、
环境变化，结合环保、安全发
展，进一步理顺发展思路，推
动传统产业做优存量、提档
升级，产业赋能、集群发展；
把好企业入驻园区的源头
关，统筹发展、优化服务软环
境，提升地区长久竞争力，实
现比较优势向绝对优势过
渡，实现工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与腾飞。

迈出铿锵步伐迈出铿锵步伐 走上繁荣之路走上繁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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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9年年底，乌达区精细化工产业占化工产业总产值比重将达到44.1%，亩产出强度将达到400万元，亩税收
将达到15万元……精细化工、亩产出、亩税收，从这些词中看出的是乌达区产业的多元化、工业的精细化。与1949
年、1958年、甚至2008年相比，乌达区今天的工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迅猛长足的发展,这些是乌达
区提前谋划、迎难而上，壮年转型、励精图治取得的硕果。

从2008年到2012年，在
煤炭资源逐步枯竭导致开采
量逐年下降与工业迅猛发展
的支撑煤炭需求量日益旺盛
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乌达
区逐渐变为煤炭净输入地区，
煤炭由2008年净输出57.3万
吨逐渐变为 2012 年净输入
129.9万吨，其间，每年煤炭输
入输出净差约187万吨、减少
GDP贡献约3.8亿元、减少财
政收入约2亿元。

现实情况告诉人们，依赖
资源开采促进经济繁荣的简
单发展方式越来越不可持续，
但是，彻底摆脱煤炭、独立发
展又不切实际，于是，乌达区
在充分借鉴并利用周边资源
优势，避免产业雷同、同质化
低端竞争的基础上，提升煤炭
就地转化率，实现由依赖资源
向依托资源的转变，实现区域
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提升煤炭资源就地转化
率是乌达区经济转型的现实
需要，它的实施进一步提高了
企业产品的附加值。以2012
年东源科技 1，4-丁二醇为
例，10万吨原煤生产1，4-丁
二 醇 4.8 万 吨 ，实 现 产 值
85440万元，是直接销售煤炭
的 26.2 倍。在这条产业链
中，除去每步产品所需的其他
原料成本外，销售1，4-丁二
醇较直接销售原煤的利润至

少提高10倍以上。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
资源转化增值的总要求下，
2008年至2019年，乌达区非
煤产业占比由 47%增长到
79.1%；预计至2020年，吨标
准煤转化可实现增加值3000
元/吨，将是原煤直接输出实
现增加值300元/吨（最高值）
的10倍，初步实现工业结构
调整和经济转型。

提高原煤就地转化增值
率，煤电化一体化是其重要路
径与载体，它以综合能源动力
车间建设为抓手，充分发挥自
治区由煤炭资源带来的电力、
蒸汽价格优势，有效降低基础
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大型传统
化工企业抵御市场风险能力，
形成龙头产业集群，为精细化
工产业提供稳定充足的蒸汽，
形成精细化工产业投资洼
地。目前，乌达区正着力打造
在自治区乃至全国有影响力
的煤电化一体化优势产业链，
区内大型企业全部建有自备
综合能源动力车间，总装机容
量达 115 万千瓦。预计到
2022年，乌达区总发电能力
达 200 万千瓦，输出蒸汽约
1000吨/时，实现精细化工产
业产值220亿元，这将有力地
支撑乌达区工业经济的进一
步转型升级。

乌达是一个因煤而建、依
煤而兴的小城。

煤炭开采是乌达最早的
工业。1953年，新中国第一
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为了
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国家几
支地质勘探队作为经济建设
的尖兵，首先踏进乌达这片古
老而荒凉的土地，勘探出了沉
睡在这块土地下的宝藏。乌
达地区的矿产资源引起了国
家的重视。1958年，作为包钢
焦煤基地，乌达拉开了大规模
开发建设的序幕。

然而，历经60年的开采，
乌达区煤炭储量由当初的6.6
亿吨下降到2013年的 1.2亿
吨，煤炭资源呈现出了枯竭态
势，再加上所辖区域狭小、土
地资源不足，这些成了制约乌
达区工业经济发展的突出因
素。作为先有矿、后有区的老
工矿区，乌达城区只是为煤炭
工业发展配套的生活区，随着
煤炭资源濒临枯竭，长期积累
的各类社会问题和深层次矛
盾相互交织、日渐突出。

“要土地没土地、要资源
没资源，不转型已无路可走。”
严峻的形势倒逼乌达区的领
导者迎难而上，以壮士断腕的
决心走上了转型发展之路。
业内人士评价：这是未雨绸缪
之举。

2008 年，乌达区作为内
蒙古自治区典型的资源枯竭
地区，率先启动区域转型升级
整体布局，紧紧围绕“由依赖
资源向依托资源转变”的转
型主线，提出“以经济转型带动
城市转型、以城市转型促进社
会转型，以乌达转型带动周边
发展”的转型理念，以摆脱资源
束缚、提高煤炭就地转化增值
率为目标，着力探索出一条资
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之路。

思路一变天地宽。2008
年以来，乌达区按照煤炭资源
转化增值发展战略，坚持“煤
电化一体化”发展思路、差异
化发展理念、循环化发展方向
和科技进步引领，工业经济初
步实现了由依赖资源向依托
资源的转变。

未雨绸缪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走上经济转型之路

以“煤电化一体化”为路径
提升煤炭资源就地转化率

在转型中，乌达区委、区
政府深刻地认识到，发展经
济必需紧紧切合地区实际。
与周边园区相比，乌达区没
有资源优势、没有土地优
势，因此，在发展中需要避
免同质化竞争；而在乌达，
以氯碱、煤焦化工为基础的
精细化工可以充分发挥乌
海区域产业、资源优势，相
对于传统行业具有投入产
出强度高、投入产出比大等
优势。于是，差异化发展成
了乌达区经济转型的必然
选择。

在差异化发展产业定位
中，乌达区确立了建设农药、
医药原药生产示范基地的发
展目标，发展高端精细化
工。这可以充分利用乌海
及周边地区煤焦、氯碱产业
集中的优势，又能避免同质
化竞争。近年来，乌达区引
进的东源科技1,4-丁二醇、
恒业成有机硅、佳瑞米草铵
膦原药以及卡博特二氧化
硅、宜昌兴发有机硅草甘膦
一体化项目、源宏医药等项
目均属于高端精细化工，到
2018 年 累 计 实 现 总 投 资
154.1亿元。

差异化是发展高端精细
化工的前提，为之提供的服

务需随之改变。于是，乌达
区实现了由优惠政策向优化
环境转变。近年来，乌达区
将大部分财力投入园区基
础设施建设，以园区传统配
套设施为基础，率先高标准
规划建设蒸汽、天然气管
网，精细化工专业污水处理
厂等，到 2018 年累计投入
20亿元，初步形成了自治区
首个精细化工基础设施全
配套园区。到位的基础设
施营造出了优良的营商环
境，吸引更多优秀的企业入
驻，为乌达区选商择资打下
了良好基础。

发展精细化工必须更加
注重环境保护，只有实现循
环化才能实现科学发展、实
现区域的零排放。近年来，
以君正、宜化、东源、恒业成
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实现了
企业内的小循环；园区企业
的部分副产物互为原料、形
成了企业间的中循环；高端
精细化工企业所需的主要原
材料在周边工业园区中均能
采购，形成了园区间的大循
环。乌达区致力于站在循环
经济发展的相对高端，初步
实现了企业内小循环、企业
间中循环、区域间大循环的
发展格局。

以差异化发展为路径
主导区域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科技创新牵手“互联网+”
共同助力产业提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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