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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区各行业、各领域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
变，突出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新成就，深刻阐释我区经济发展、社会和
谐、生态文明、人民幸福背后的原因，从今天起，本报特推出“重点行业、重点领
域发展成就巡礼”特刊。

〖开栏的话〗

两化融合
内蒙古工业和信息化水平“升”起来

“十四五”内蒙古工业新图谱——
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复杂形势、经济下行压力持续
加大的巨大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严峻考验，内蒙古上下认真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内蒙古工
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落实“六稳、六保”要求，实施了一系列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政策措施，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取得亮眼成绩单。

〖链接〗

□本报记者 李永桃

“十四五”期间，内蒙古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发力，推动工业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

——围绕支柱搞配套，稳定经济基
本盘。主要是加快现代能源经济、新型
化工、钢铁、有色、农畜产品加工等传统
产业改造升级、更新换代步伐，推动主导
产业延链补链、上下游协作配套发展，提
高资源加工转化率和产品附加值，推动
价值链不断向中高端攀升，稳定工业发
展基本盘。

——突出特色创优势，持续壮大新产
业。主要是依靠技术创新和新技术产业化
应用，做大做强现代装备制造、新材料、生
物医药、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特色行业规
模，进一步壮大经济优势，增强这些行业在
全国的竞争力。畅通产业循环，以市场换
项目、以项目育产业的方式，围绕电动重卡
替代传统燃油载重车，发展新能源汽车制
造产业；围绕火电、风电、光伏装机规模扩
大，发展电力设备制造业；围绕采掘业、农
牧业，发展矿山机械和农牧业机械制造业。

——依靠创新转动能，拓展发展新
空间。主要是扩大新基建领域投资规
模，优化数据中心布局，发展具有地方特
色的工业互联网，推动5G技术应用，建
设一批智慧园区、智慧矿山、智能工厂、
智能车间，配套发展电子信息设备制造、
数据应用及运维产业，不断壮大数字经
济规模，拓展制造业发展空间。

——强化环境硬约束，严控消耗排
放量。主要是降低能耗水平和污染物排
放，以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排放总量
为限，科学确定焦化、电石、铁合金等高
耗能、高排放行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进
一步提高产能过剩行业准入门槛，力争
以更低的能耗强度、更少的排放，释放更
多的产业发展空间。

推动产业发展离不开项目建设。“十
四五”时期，内蒙古还要实施以下重点项
目撑起工业和信息化发展脊梁：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工程。
重点是支持企业建设一批技术创新中心、
制造业创新中心，力争使行业骨干企业都
有自己的技术创新平台，推动一批科技成
果实现产业化应用。推进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建设一批国家级、自治区级“双创”示

范基地和众创空间。鼓励企业研制、销售、
使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新材料首批
(次)产品，支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进入
国家推广目录。

——绿色制造工程。对标能效“领
跑者”，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促进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大力发展
循环经济，推动能源梯级利用、水资源循
环利用、固废综合利用，构建循环产业
链，建设一批循环经济示范企业、示范园
区和示范城市。

——园区基础能力提升工程。科学
确定工业园区产业发展方向，以产业规
划引导工业园区错位发展、有序竞争，推
动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围绕主导产业
延链、补链、强链布局项目、整合园区，支
持合作共建园区，促进产业集聚、集群、
集约发展。完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产业发展承载力。加强考核引
导和约束，建立以单位土地面积投资、税
收贡献及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等为主要
内容的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指
标体系。

——智能化改造工程。重点是加快
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适用技术和
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实现
整个制造业提质换挡升级。对标国家信
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加快

“两化融合”改造，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对标全覆盖。实施“机器换人”计划，
推进智能化改造，打造智能车间、智能工
厂。发展基于大数据、互联网的个性化
定制、柔性制造等服务型制造模式。建
设若干具有一定区域影响力和行业支撑
力的工业云平台。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
程。重点是围绕大型骨干企业配套和
产业集群打造，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促进产业融通发展。围绕“众
创业、个转企、小升规、小巨人”的企业
成长路径，挖掘小微企业发展潜力，增
强小微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支持小微企业升级为规模以上企业，促
进小微企业做精做强。培育一批“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引导中小企业专业化
发展、精细化提质、特色化竞争、新颖化
改造。打造细分领域的“小巨人”企业，
在产品、技术、业态和经营模式上引领
行业发展，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排头
兵”。

亮点一亮点一：：工业实力增强
总量规模不断做大，工业增加值达到5500亿元，年均增长4.5%左右，工业固定资产投资5年累计

完成9000亿元。工业园区产值突破1.1万亿元，产值超百亿园区32个，是2015年的3.6倍。质量效益
明显提升，预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10%，利润年均增长7%，税收年均增长
6.5%。煤炭外运量占全国的1/3，电力外调量占全国的14%，焦炭、PVC、甲醇、烯烃、电解铝、铁合金、
稀土化合物等大宗工业产品全国市场占有率达到7.8%、20.3%、21.9%、33.4%、14.3%、31%和70.6%，
成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

亮点二亮点二：：产业结构优化
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8%左右，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4%左右，均高于工业增加值增

速。制造业投资比重由2015年的42%上升到2020年的51%，新兴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8%左右，突
破3000亿元。累计退出落后煤炭产能4639万吨、钢铁产能346万吨，完成国家下达煤炭、钢铁过
剩产能淘汰任务。创建自治区企业技术中心220家、制造业创新中心6家，包头稀土功能材料创新
中心成为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亮点三亮点三：：绿色发展取得新成效
实施“能效领跑者”专项行动，推动重点用能行业绿色化改造，原煤、火力供电、水泥、硅铁、烧碱等

单位产品能耗优于国家能耗限额标准先进值。推进工业节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15.74立方米，
比2015年下降38.2%。打造绿色制造体系，创建绿色工厂102家、绿色产品31个、绿色供应链4条、绿
色园区15个，制定绿色制造标准23项，其中3项成为国家标准。国家级、自治区级工业园区污水处
理、渣场、供热等环保设施全部建成，自然保护区内62家工业企业全部退出。

亮点四亮点四：：信息化水平提升
呼和浩特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开工建设，4G无线网络实现行政村全覆盖，5G基站突破1万

座，5G网络技术应用取得初步成效。“两化融合”对标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覆盖，贯标企业达到
113家。实施“万企登云”行动，登云企业达到1.3万户。建成地方特色工业互联网平台11个，创建智
能工厂15个（其中国家级6个）、智能车间36个。大数据服务器装机能力达到120万台，居全国首位，
和林格尔新区大数据产业核心区、乌兰察布大数据产业园、赤峰拓佳电子产业园初具规模。无线电频
谱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无线电频率使用总体安全。

亮点五亮点五::中小企业发展加快
全区中小微企业（法人单位）达到50万户，年均增长11.38%，中小企业贡献了63%的全区生产总

值、52.6%的固定资产投资、68%税收、76%的进出口总额、79%的新增就业岗位。出台了《内蒙古自治
区中小企业促进条例》，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1153.6亿元，累计安排“助保贷”资金14亿
元，为1331户中小企业担保发放贷款129亿元，开办“中小企业政策大讲堂”，开展中小微企业创业创
新电子服务券工作，开发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中小微企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本报记者 李永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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