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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激动能 培育新质生产力”特刊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

勇担转型使命 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厚植沃土
今年以来，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高度重视“三个一

批”活动，以“三个一批”项目为抓手，全面推动招商引

资和项目促进各项工作，今年前三次“三个一批”活动，

“签约一批”共申报项目 16 个，签约投资额 84.46 亿

元；“开工一批”共申报项目 23 个，计划投资额 245.82
亿元；“投产一批”申报项目 20 个，总投资 250.25 亿

元。以勇担转型使命为己任，全力推动经济持续高位运

行，今年 1-7 月份，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4.4%、工业投资增长

60.3%、进出口总额增长 11.5%。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

目标，加快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新引擎，坚持把先进制

造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统筹推进优势

产业提质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

以“三个一批”活动为抓手

全面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今年前三次“三个一批”活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

区“签约一批”共申报项目 16 个，签约投资额 84.46 亿

元，预计年产值 151.37 亿元，先进制造业项目 13 个，

占比高达 81.2%；“开工一批”共申报项目 23 个，计划

投资额 245.82 亿元，预计年产值 681.78 亿元，其中 21
个项目为用地或租用厂房生产类项目，占比高达

91.3%；“投产一批”共申报项目 20 个，总投资 250.25
亿元，预计年产值 242.83 亿元，其中，包括 18 个先进

制造业生产项目，占“投产一批”申报项目的 90%。

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工作举措：

一是以产业链招商为工作主线，坚持走出去招商

和深挖存量企业再投资“两手抓”。一方面服务晶科系

列项目落地投产的同时，持续引进吉瓦、祥邦、九天、跃

华、卓然等一批配套项目相继签约落地；一方面紧抓太

重产业布局，齿轮箱、实验室、起重机等产业项目纷纷

落地建设。

二是加强项目促进统筹，强化园区服务效能。以服

务“三个一批”项目为核心，建立项目推进专班，进一

步夯实园区主体责任，全程为企业办理各项手续提

供代办、领办服务，持续提高项目促进效率和园区服

务效能。

三是定期收集项目进展，解决项目推进问题。落实

“招落一体”工作机制，投资促进中心统筹、各园区一线

服务、职能部门全面保障，系统掌握项目推进情况、投

资完成情况和生产运行情况，全面收集企业遇到的各

类问题，坚持普通问题一线解决、负责问题管委会领导

牵头落实、重大问题协调省、市相关部门协同处理，进

一步提升服务企业水平。

下一步，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还将紧紧围绕综改

区主导产业和山西省重点发展的产业链，紧紧依托服

务链主企业开展招商工作，提升招引项目投产积极性，

做好建链、补链、延链、强链工作；进一步提高申报“三

个一批”项目的质量，根据国家政策规范招商引资行为

严把项目入区关，全面提高项目质量；继续深化“招落

一体”机制改革，细化项目落地各环节职责分工，制定

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高效推进项目落地。

以勇担转型使命为己任

全力推动经济持续高位运行

今年以来，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勇担转型使命，强

化执行落实，全力推动经济持续高位运行。1-7 月份，

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4.4%、工业投资增长 50.5%、进出口总额增长 11.5%。
主要抓了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一是以新质生产力牵引经济增长。坚持把先进制

造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统筹推进优势

产业提质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1-7 月份，全区制

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战新产业、消费品工业增加

值分别增长 12.5%、10.8%、9.6%、17.8%，成为增长最快

的行业板块。其中：曙光、厚生、百信、锦波、金紫利等

40 家重点战新企业产值增速保持在 40%以上；新增小

升规企业 32 家、新投产企业 2 家，晶科、太重小挖机等

34 家新入统企业产值 133.6 亿元，成为全区最大的经

济增长点，转型新动能、新引擎加快形成。

二是确保有效投资接续有力。紧紧抓住新开工项

目这个支撑点，形成项目持续滚动、接续发力长效机

制。一方面，压紧压实全年 50 个省级重点工程项目

建设时序、投资进度，1-7 月份完成投资 138.9 亿元，

投资完成率 73.8%；一方面加快今年新签约落地的

15 个重大转型项目的开工建设，9 个新签约项目已

开工、开工率 60%，到位资金 45 亿元。1-7 月份，全区

工业投资增长 60.3%，70.8%来自晶科、玻纤、光伏配

套等新开工项目。

三是推动富士康结构性转型。全力克服富士康订

单转移影响，主动对接争取国家部委支持，帮助富士康

加快业务结构性转型。在积极争取苹果新订单的基础

上，力争全球手机保税维修业务 8 月份获批、年产值在

200 亿元，推动 8 条软排线生产线达产达效、确保年内

完成产值 20 亿元，加快家电代工业务落地，确保富士

康全年产值稳定在 1000 亿元。1-7 月份，富士康完成

产值 582.7 亿元、增长 1.8%，完成工业增加值 49.5 亿

元、增长 4.9%，在其他园区增幅持续回落的形势下，保

持了平稳增长态势。

四是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紧紧抓住武宿综

保区与上海外高桥“管运分离”改革突破口，推进形成

由商品和要素流动的政策性开放向机制体制创新的
制度型开放的转变。1-7 月份，跨境电商，实现“1210”

“9610”“9710”“9810”全模式运行，“9610”业务已累计

完成 8 批次、25569 件、30.9 吨商品出口；临空经济，

累计完成 3 架次保税仓储境外飞机业务，与霍尼韦

尔、国银金租等正式开展航材贸易；保税业务，新落户

晶科、厚生、太重轨道、天地煤机等一批外向型企业进

出口业务；金融租赁，全省首次注册落户招银金租、浦

银金租等金融租赁类企业。推动全区进出口持续回暖

向好，1-7 月份，武宿综保区完成进出口 27.1 亿，同比
增长 127.7%。

下一步，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还将紧扣规上工业

增加值、工业投资两个 15%以上的增长目标，抓住项目

建设、投产达效、达规入统发力点，进一步强化执行落

实，用好“四全工作法”，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为全省大局贡献“综改力量”。

一是新增 300 亿元转型增量。聚焦先进制造业主

攻方向，精心培育四条主赛道：新能源产业链，晶科一

期组件、拉晶已达规入统，二期 9 月全线投产，配套及

中来提质扩能项目有序推进，力争全年完成产值 150
亿元；合成生物产业链，充分发挥锦波生物、凯赛生物、

泰山玻纤等重点企业带动作用，加快棒杰、金紫利等配

套项目投产达效，力争全年产值 30 亿元；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链，推进太重小挖机、山西煤机、太重上电新能

源等新投产项目达产达效，全年可新增产值 50 亿元；

先进半导体产业链，加快烁科二期、海纳半导体硅单

晶、青岛嘉星半导体晶体材料等达产达效，全年可新增

产值 15 亿元。叠加其他制造业领域，全年可新增规上

工业企业 57 家，实现产值 350 亿元以上。“一康独大”

产业结构由 2022 年的 66.1%，到 2023 年的 61.5%，再

到今年 7 月底的 53.6%，今年年底有望实现反转。

二是完成 230 亿元工业投资。抢抓施工黄金期，全

程监测调度 50 个省级重点工程、122 个在建产业项

目。加快推动近日通过国家“窗口指导”的烁科三期

年产 100 万 mm 碳化硅单晶等重点存量企业扩能提

质，以及晶科配套等新落地项目开工建设，确保全年

工业投资 230 亿元、增长 15%以上，促进新旧动能接

续转换。

三是落地 600 亿元招商任务。按照全国统一大市

场建设要求，不断完善招商引资体制机制，坚持链式招

商，集中精力把产业链招进来、把生态做起来。1-7 月

份，已落地项目 15 个，总投资 182 亿元；拟落地项目

23 个，总投资 288 亿元；在谈项目 35 个，预计总投资

220 亿元，确保全年落地签约额 600 亿元以上，加快完

成产业集群集聚阶段性任务。

四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探索开发区改革发

展示范经验，聚焦规范招商引资行为、要素市场配置

效率、高效办成一件事等重点领域，推出一批首创

性、领先性改革举措，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制

度政策体系，全面提升对企业发展、项目建设的服务

保障能力。

五是高标准建设潇河绿智城。聚焦“未来之城”要

求，专业聘请中国城市规划院、上海同济规划院等一流

设计单位，编制完成潇河绿智城规划方案、谋定五年建

设计划，五年一张图、一年一张单，今年重点推进潇河

生态治理、路网配套、管廊改造、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打造“产城融合”的样板。

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目标

加快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新引擎

今年以来，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坚持把先进制造

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统筹推进优势产

业提质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制造业、高技术制造

业、工业战新产业、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2.5%、10.8%、9.6%、17.8%，成为增长最快的行业板

块。其中：曙光、厚生、百信、锦波、金紫利等 40 家重点

战新企业产值增速保持在 40%以上；新增小升规企业

32 家、新投产企业 2 家，晶科、太重小挖机等 34 家新

入统企业产值 133.6 亿元，成为全区最大的经济增长

点，转型新动能、新引擎加快形成。

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在光伏产业链方面，通过“链主”企业中来延链补

链，依托政策、资源要素、产业基础等优势，成功吸引光

伏产业链龙头企业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56GW 垂直一体化大基地项目”签约落地，形成了光伏

全产业链的新“链主”，吉瓦、祥邦、九天、跃华、卓然等

一批配套项目相继签约落地。晶科一期组件、拉晶已达

规入统，二期 9 月全线投产，配套及中来提质扩能项目

有序推进。

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方面，依托“链主”企业太

重、天地煤机等，深挖存量企业再投资、做好项目配套

设施建设。围绕太重集团，重点在工程机械领域进行产

业布局，在推动太重十里新城、太重液压挖掘机投产的

达效的同时，积极洽谈落地太重工程齿轮箱、叉车、实

验室等工程机械产业项目，同时做好相关产业的研究

和导入。推进太重小挖机、山西煤机、太重上电新能源

等新投产项目达产达效。

在合成生物产业链方面：依托合成生物“链主”企

业凯赛生物，重点围绕产业链下游的民用纺织印染、

复合材料两大方向的项目开展靶向招商，实现产业链

“延链补环”，建立园中园生态体系，同时做好各项要

素保障工作。充分发挥锦波生物、凯赛生物、泰山玻

纤等重点企业带动作用，加快棒杰、金紫利等配套项

目投产达效。

在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链方面，依托“链主”企业烁

科，精细服务，锚定短板，深耕细作。协助山西烁科晶体

有限公司组织召开 2024 中国国际半导体新材料发展

（太原）大会暨半导体产业链招商大会，围绕烁科在做

强衬底材料的基础上，服务好烁科晶体、青岛嘉星等链

主、链核企业，深入挖掘其上下游产业项目，重点招引

上游关键耗材生产项目、装备生产项目和外延、流片、

封装项目，做大做强先进半导体产业集群。加快烁科二

期、海纳半导体硅单晶、青岛嘉星半导体晶体材料等达

产达效。

此外，在合成生物、信息技术融合应用、装配式建

筑等 3 家省级重点产业链上分别新增 1 家链“链主”企

业，新增一批省级重点产业链“链核”企业。

下一步，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将持续探索开发区

改革发展示范经验，聚焦规范招商引资行为、要素市

场配置效率、高效办成一件事等重点领域，推出一批

首创性、领先性改革举措，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

的制度政策体系，全面提升对企业发展、项目建设的

服务保障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