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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造”建链强链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压舱石”。
尤其对于以制造见长的青岛而言，要在全省

勇当龙头、在全国争先进位、在全球彰显特色，构
建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制造”。

打好“新制造”建链强链硬仗，就是要坚守制
造业这个根本，巩固青岛所具备的完备的工业门
类、突出的品牌效应和先发的数字化转型布局等
方面的优势，发挥“链长”统筹指导和“链主”企业
引领带动作用，练好内功，站稳脚跟，抓紧补短板、
锻长板，聚焦聚力“集群发展”，打造青岛产业发展

“新名片”。
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优势产业扩能升级、未来

产业规划布局是这场硬仗的三大主要战场，一流
企业培育发展是打赢这场硬仗的重要支撑。2023
年，青岛将重点在这四个方面下功夫，推动制造业
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高，争创国家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试验区。

推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聚力集成电路、新
型显示、虚拟现实等产业链打造产业新名片，聚力
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装备、通用航空等产业链突破
产业新赛道，努力推动十大新兴产业均实现两位
数增长。

推动优势产业扩能升级。聚焦智能家电、轨
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链占高地、建集
群，聚焦高端化工、海洋装备、食品饮料、纺织服装
等产业链抓转型、促升级，滚动推进重点技改项目
500个以上，推动七大优势产业实现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

推动未来产业规划布局。编制出台《青岛市
未来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加快未来网络、量子信
息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布局建设未来产
业先导区。

产业强，企业必须强。大力培育发展一流企
业，青岛鼓励支持链主企业发挥头雁引领和生态
主导优势，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制造业单项
冠军、新经济新锐企业等高成长性企业，努力在

“高原”基础上建“高峰”，支持更多企业练内功、提
产能、上水平。

“新服务”融合提升

融合创新是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尤其是在新一代技术变革向产业变革不断渗

透的进程中，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的
边界处，因为二者的业务关联、链条延伸、技术渗
透，新业态、新模式、新路径不断产生，释放出增长
的新动力。

打好“新服务”融合提升硬仗，核心是在现代
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上取得新突
破。这就需要积极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
和分工格局，在推动产业相融相长、耦合共生中，
抢抓新的发展机遇。青岛将把重点放在推进“两
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升重点
产业发展能级三个方面，开展现代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三年行动。

推进“两业”融合发展。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
融合发展，力争“两业”融合试点单位达到 50家、
新增服务型制造示范10家以上、省级服务业创新
中心达到15个以上、市级及以上服务业集聚区达
到40家以上。

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深入实施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能力提升行动，新培育20家左右行业领
军企业；实施楼宇经济成长行动，开展存量楼宇提
质改造、打造专业特色品牌楼宇、提升楼宇配套服
务水平等十大工程，全市专业特色楼宇达到 70
座，税收过亿元楼宇力争达到100座。

提升重点产业发展能级。重点提升现代金
融、现代物流、现代商贸、软件和信息服务、科技服
务、文化旅游、会展等现代服务产业链的产业规模
和服务能级，为实体经济赋能。

“新园区”释能增效

优势要素的集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必
然趋势。

规划建设新兴产业专业园区、坚持“一业一
园”“一园一业”精准布局，是青岛过去一年创新路
数打法、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这颠覆了过
去功能区大而全、同质化竞争的做法，打造了一个

个承载青岛新兴产业破题发展的新平台。
打好“新园区”释能增效硬仗，就是要让专业

园区的建设从总体谋划、点上突破转向建管并举、
全面推进的新阶段。青岛将重点在加快推进园区
挂牌建设、集中打造专业园区标杆、提升园区运营
管理水平三个方面下功夫，突出抓规划建设、抓产
业集聚、抓运营服务，实施专业园区“聚核聚链”行
动，加快打造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

加快推进园区挂牌建设。力争上半年 15 个
园区全部挂牌，年内打造产业规模过 100 亿元园
区2个、过300亿元园区1个、过500亿元园区1个。

集中打造专业园区标杆。抓好虚拟现实、集

成电路、新型显示3个已挂牌园区建设，放大链主
企业和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打造标杆园区。建立
园区重点项目、重点工作“两张清单”，全面推动园
区推介招商和项目落地。

提升园区运营管理水平。加强运营建设，落
实好“5 个 1”工作机制，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平台配套建设，及时足额兑现已出台政策，不
断提升园区招商和服务团队专业化水平。优化园
区管理，坚持“一园一业”，认真落实入园项目评估
办法，严把亩均投资强度、亩均产出、亩均税收等
准入指标。研究制定专业园区管理办法，建立有
进有退的动态管理机制。

“新项目”持续扩量

项目之于产业能级提升、之于城市突破发展
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青岛和先进城市甚至同类城市之间的差距，
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实体经济和重大产业项目上的
差距。没有一批站在产业前沿的支撑性、引领性
的实体经济大项目、好项目，城市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就没有根基。

把引进块头大带动性强的大项目、好项目作
为重中之重，2022年全市新签约50亿元以上大项
目 75个、落地 44个，签约大项目总量是前两年的
总和；新引进世界500强项目26个，新设过亿美元
外资项目31个；在建投资50亿元以上制造业大项
目达到20个。

新的一年，打好“新项目”持续扩量硬仗，就是
要树牢“大抓项目、抓大项目”鲜明导向，继续以项
目大突破支撑产业大发展。为此，2023 年，青岛
将重点发力完善项目招引机制、壮大项目招引成
果、加快重点项目推进三个方面，坚持招大引强，
力争新招引或新开工50亿元以上项目20个，新签
约总投资5亿元以上24条产业链项目150个以上。

完善项目招引机制。制定《青岛市“以商招
商”及社会化招商奖励政策》，鼓励链主企业、龙头
企业通过上下游产业链参与招商引资。

壮大项目招引成果。开展“青赴全球出海招
商”行动，实施 24 条产业链全球招商计划。聚焦
产业链关键环节，加强“专精特新”、隐形冠军等高
质量项目招引，发挥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优势落项
目。统筹推进专业园区建设与重点低效片区改
造，加快导入优质项目。

加快重点项目推进。制定年度重点项目清
单，完善市级领导包抓机制，加快推进总投资
9300 亿元的 363 个实体经济类市重点项目，年内
完成投资1700亿元以上。

动员大会上，与会人员收到了市商务局印发
的《2023 年青岛市全球招商行动计划》以及全市
重点落地、招引和招商载体项目三张清单，聚焦
引领产业、聚焦重点国家和地区、聚焦机制完
善、聚焦提质增效，青岛通过开展全球招商引资
行动计划，力邀“城市合伙人”来青投资，加快招
引一批创新能力强、产业层次高、带动潜力足的
大项目好项目，为实体经济发展蓄积能量。

“新环境”“优无止境”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和产业发展的土壤，“土
质”优劣直接关系市场主体活力和实体经济发展
动力。

开年以来，全国各地抢抓经济提振的窗口期，
争相推出各种举措强信心、稳经济、促发展。青岛
也陆续出台了稳增长促发展的政策，清晰性和可
预期性更加突出的政策供给，是为了打造更加优
越的营商环境，向市场主体释放出稳预期、强信心
的强烈信号。

当天参会的，除了相关部门和驻青有关单位
的代表，还有链主企业代表。摆在他们面前的，是
一份《青岛市招商引资系列政策汇编》，不仅涵盖
市级和区市各级的招商和产业政策，还收录了十
大新兴产业专业园区的产业政策，既有普惠性综
合政策，也有精准滴灌的细分领域政策，每一项政
策都可以扫码查看详情。一本政策汇编，是青岛
向企业敞开怀抱发出的诚挚邀请，也是向企业
给出的投资指南。

政策供给是营商环境的一个层面。在这场
“优无止境”的征途上，新的一年，青岛将在创新驱
动、数字赋能、资源要素、保障推进四个方面强化
支撑，为抓实体经济和招商引资提供强力保障。

创新驱动上，打造重大产业创新平台，加强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推动“硕果计划”。数字赋
能上，重点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工赋青
岛”专项行动。资源要素上，重点实施人才强青计
划，加强土地资金保障。保障推进上，完善落实

“四张责任清单”，综合运用调度、督导、观摩、考
核、激励等手段，具体化、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
推进落实；发挥“链长”统筹指导和“链主”企业引
领带动作用，全方位助推重点产业突破发展。

山头一个一个攻，硬仗一场一场打。在实体
经济和招商引资的主战场上，青岛将全力出击，用
一场场的胜利，加码城市在争先进位中的竞争力，
拉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能级。

“新项目”持续扩量
完善项目招引机制。制定《青岛市

“以商招商”及社会化招商奖励政策》，
鼓励链主企业、龙头企业通过上下游产业链参

与招商引资。

壮大项目招引成果。开展“青赴全球出海招商”
行动，实施 24条产业链全球招商计划。聚焦产业链
关键环节，加强“专精特新”、隐形冠军等高质量项目
招引，发挥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优势落项目。

加快重点项目推进。制定年度重点
项目清单，完善市级领导包抓机制，加快

推进总投资 9300 亿元的 363 个实体
经济类市重点项目，年内完成投

资1700亿元以上。

全市实体经济振兴发展和招商引资动员大会总结工作、交流经验、部署任务

青岛再动员：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杨 光

实体经济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
根基，也是在城市竞争中赢得主动
的主战场。

2023年是青岛乘势而上，推进
实体经济振兴发展的关键一年。2月
20日上午，全市实体经济振兴发展
和招商引资动员大会召开，总结工
作、交流经验、部署任务，动员全市
上下以更大力度抓好实体经济和招
商引资，加快打造现代产业先行城
市，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提供坚实支撑。

动员大会上，“紧迫感”是一个
被反复强调的词汇。在日益激烈的
城市竞争中，实体经济振兴发展是
一段“不进则退”的赛程。在看到成
绩的同时，青岛清醒地认识到在实
体经济发展中还存在问题短板，要
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加压奋
进，努力取得更大成效。

在现场的交流环节，来自西海
岸新区、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市商务局、市行政审批局、
青岛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及
胶州市胶西街道、即墨区通济街道
的代表相继发言，一组组鲜活的产
业数据和生动的项目落地实例，展
现了青岛全市上下真抓实干的劲头
和奋勇争先的姿态。

年初的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
实体经济上，部署打好“新制造”建
链强链、“新服务”融合提升、“新园
区”释能增效、“新项目”持续扩量

“四场硬仗”，着力增强产业实力，加
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据市发展
改革委介绍，经市政府同意，市实体
经济振兴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
了《青岛市实体经济振兴发展2023
年工作要点》，分解“四场硬仗”具体
任务，提出推动制造业增加值占生
产总值比重稳步提高、新兴产业规
模保持两位数增长等年度目标，夯
实现代产业先行城市建设发展
基础。

动员大会清晰传递出青岛坚定
抓实体经济和招商引资的信心和决
心。咬定青山不放松，青岛将在坚
定不移抓实体经济和招商引资中塑
造更大的比较优势，赢得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

■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网生态园建设正加速推进。 ■建设中的青岛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虚拟现实产业园整机和光学模组项目现场。

■奇瑞汽车青岛基地项目现场。

打好“四场硬仗”

推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聚力集成电路、
新型显示、虚拟现实等产业链打造产业新名片，聚力
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装备、通用航空等产业链突破产业
新赛道，努力推动十大新兴产业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推动优势产业扩能升级。聚焦智能家电、轨道交通
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链占高地、建集群，推动七大
优势产业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推动未来产业规划布局。编制出台《青岛市未来
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加快未来网络、量子信息等前沿
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

大力培育发展一流企业。青岛鼓励支持链主企业
发挥头雁引领和生态主导优势，培育“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新经济新锐
企业等高成长性企业。

“新制造”建链强链

“新服务”融合提升
推进“两业”融合发展。加快制造业

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力争“两业”融合试
点单位达到50家。

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深入实施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力提升行动，新培
育20家左右行业领军企业；实施楼宇经
济成长行动，全市专业特色楼宇达到 70
座，税收过亿元楼宇力争达到100座。

提升重点产业发展能级。重点提升
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现代商贸、软件和
信息服务、科技服务、文化旅游、会展
等现代服务产业链的产业规模和服
务能级，为实体经济赋能。

“新园区”释能增效
加快推进园区挂牌建设。力争上半年15个

园区全部挂牌，年内打造产业规模过 100 亿元
园区2个、过300亿元园区1个、过500亿元园区
1个。

集中打造专业园区标杆。抓好虚拟现实、
集成电路、新型显示3个已挂牌园区建设，放大
链主企业和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打造标杆园区。

提升园区运营管理水平。加强运营建设，
落实好“5 个 1”工作机制，加快园区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平台配套建设，及时足额兑现已出台

政策，不断提升园区招商和服务团队专业化
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