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一步工作着力重点

实施优势产业提质倍增行动

将在增添新动能上下功夫
将在培育新主体上下功夫

将在集聚新要素上下功夫
将在发展新模式上下功夫

六大产业：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能源化工、先进材料、医
药健康

行动目标：计划到2027年六大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全要素生产率明显提升，力争营收规模在2021年基础上翻一番。

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精神

产业强则经济强，产业兴则区域兴。
6月19日，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

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全会专题
研究“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审议通过《中共四川省委关
于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这次全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6
月20日，在省委举行的省委十二届三次
全会新闻发布会上，省委新闻发言人、省
委常委、秘书长陈炜说。

此次全会主要任务是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
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
发展格局，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
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
引，大力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
共兴”发展战略，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
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
川奠定坚实基础。

影响深度
科学回答四川现代化产业体系

“是什么”等重大问题

从影响上看，此次全会对于支撑四
川加快由经济大省向现代化经济强省全
面跃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当前，四川肩负全国经济大省和国
家战略大后方的地位作用，同时也正处
于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转型推进的关键
阶段。

全会体现了省委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的高度政治自觉，也体现了省委站位国
家全局谋划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的强烈
使命担当，以及省委把握时代发展大势
的远见卓识。

例如，全会强调，要把国家所需和四
川所能结合起来，强调要发挥四川产业
门类齐全、基础较好的优势，加快打造产
业备份基地，更好维护国家产业和经济
安全。

“这是省委心系‘国之大者’，主动服
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务实举措。”陈炜
说，全会还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演进趋势，抓住推动四川高质量发
展、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的关键要害，聚
焦解决全省传统产业大而不强、新兴产
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集群化程度较低
的问题，强调要大力推进工业兴省、制造
强省，着力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

备受关注的是，全会审议通过《中共
四川省委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决定》。《决定》将
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突
出新型工业化，明确了构建四川现代化
产业体系的总体要求、主攻方向、发展目
标、重点举措和支撑保障，科学回答了四
川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什么”“建什么”

“怎么建”等重大问题。
“这是我省推动新时代产业发展的

纲领性文件，必将有力塑造四川高质量
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陈炜说。

思考广度
塑造四川高质量发展

新动能新优势的长远之策

如何构建服务国家全局、体现四川

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具体工作千头万绪，各地情况也千

差万别，需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
作。”发布会上，省委副秘书长张道平分
析说。

一方面，四川在全国产业发展格局
中举足轻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
为我们奠定了雄厚的产业根基，赋予了
我们建设国家战略大后方的重大使命。”
张道平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四川产业
体系日臻完备、产业能级不断壮大，电子
信息、食品饮料产业已分别迈上万亿元
台阶，装备制造、先进材料、能源化工产
业正加快向万亿级产业迈进，动力电池、
晶硅光伏、钒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态势强劲，“这些都是我们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的优势和底气所在。”

但同时，四川全省工业占比过早过
快下降，产业层次总体偏低、转型升级步
伐较慢的问题较为突出。对此，张道平
拿出了一组数据：2022年，全省高技术产
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仅
为14.7%，入围中国制造500强企业只有
12家、中国农业产业化头部企业100强
只有6家，还没有入围服务业100强榜单
的企业。

“可以说，这个坎迈不过去，我们的
产业体系就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上！”也
因此，在张道平看来，此次全会立足实
际、着眼长远，“这是在新时代新征程塑
造四川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长远
之策。”

路径既明，张道平表示，下一步，全
省将从增添新动能、培育新主体、集聚新
要素、发展新模式上下功夫。“我们坚信，
只要全省上下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
一锤接着一锤敲，四川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他说。

布局角度
统筹部署

三次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在《决定》起草中，我们把握了五个
方面。”发布会上，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
主任李文星透露，《决定》的出台，是在深
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落实
省委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围绕“扬优势、
锻长板，促创新、增动能，建集群、强主
体”铺排重点工作。

据李文星介绍，《决定》在产业体系
构建上聚焦工业兴省制造强省，按照“一
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新兴产
业培育壮大”的思路，明确制造业及智能
化绿色化的工作重点，统筹部署三次产
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在动能培育上聚焦
创新驱动引领，发挥四川科教大省优势，
一体部署加快产业技术创新转化、建设
高能级创新平台、强化教育人才基础支

撑等工作等。
同时，在《决定》起草中，起草组了解

到市（州）、部门、企业的关注重点和有关
诉求。

比如，区域布局方面，坚持统筹全省
“一盘棋”和调动各地积极性相结合，加
强重点产业区域布局省级统筹，鼓励各
地走特色发展之路，着力构建“大产业、
细分工”格局，防止一哄而上、一哄而散；
深化改革方面，注重吸收借鉴发达地区
经验做法，推动园区“亩均论英雄”评价、
新区和开发区集成授权改革试点、数据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深
化提升行动等。

此外，在强化政策支撑上，《决定》突
出精准有效、系统集成，打出一套政策

“组合拳”，着力提升政策的可及度、直达
性和各方获得感。

发展厚度
把握产业未来发展趋势

推动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整体效能

具体到推动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上，省发展改革委主任代永波在发布会
上表示，此次省委全会把握产业未来发
展趋势，对全省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
融合、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作出
部署，推动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整体效
能。

其中，在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方面，四川将抢抓“东数西算”
机遇，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
渝国家枢纽节点，做优做强国家级天府
数据中心集群，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提供多样化、实时性、高可靠的
算力支撑。

“促进数实融合，重点是要加快产业
数字化转型。”代永波说，四川将深入推
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建设
一批高能级数字产业集聚区。深入推进

“上云用数赋智”，实施规上工业企业数
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全覆盖行动，加快
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化转型促进
中心，打造一批“数字领航”企业、智能制
造示范工厂和优秀场景，推动产业乘

“云”而上、借“数”转型。
在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

度融合方面，代永波表示，“两业融合”水
平不高一直是四川产业发展的突出短
板，制约了全省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
迈进。

对此，全会提出，要深入实施服务业
赋能融合计划，加快培育融合发展主体，
建强融合发展平台，推动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链条延伸、技术渗透、业务关
联，促进制造业向“制造+服务”全面转
型。

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方面，

四川农业物产丰富，但农产品精深加工
水平不高、产品附加值较低，农业综合生
产效益亟待提升。

对此，全会提出，要坚持农业生产
供应链、精深加工链、品牌价值链“三
链”同构。

“我们将制定实施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行动方案，统筹推进农业产业
全链条升级。”代永波举例说，开展农产
品精深加工提升行动，培育引进龙头企
业，着力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创建
打响“川字号”农产品品牌，培育“天府粮
仓”等省级公用品牌。创新销售渠道，完
善流通体系，融入“川行天下”等市场拓
展活动等。

支持力度
实施优势产业提质倍增行动

并配套出台行动方案及支持政策

针对全会提出的实施优势产业提质
倍增行动，经济和信息化厅厅长翟刚表
示，此次全会就推进六大优势产业提质
倍增作出具体部署，并将配套出台行动
方案及支持政策，对此，省级各部门加大
支持力度，强化要素支撑，拿出真金白
银、真招实招，支持产业关键领域发展和
重大任务落地落实。

整体上看，计划到2027年六大优势
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全要素
生产率明显提升，力争营收规模在2021
年基础上翻一番。

具体到举措上，翟刚举例说，在锻长
板、扬优势上，将对标世界先进，在新型
显示、航空航天装备、清洁能源装备、动
力电池等10个具有领先优势的领域实施

“珠峰攀登”，打造一流产业，集中攻关和
掌握一批与国际先进并跑或领跑的核心
技术，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
优质企业。

同时，加快发展新兴领域，坚持提升
传统产业与壮大新兴产业相协同，让四
川制造的老底子焕发新活力，形成新优
势。

在促创新、增动能上，着力强化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积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
命、能源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实施产业

“新赛道”争先竞速行动，通过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的交叉融合、叠加裂变，不
断拓展发展新空间、塑造新优势。

在赋数智、提能级上，全面实施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技
术改造全覆盖。全面开展工业企业安全
环保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培育一批绿色
工厂、绿色设计产品、绿色工业园区和绿
色供应链，持续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在强集群、韧链条上，开展先进制造
业集群梯度培育，实施强链补链工程，发
布补短板、锻长板重点项目清单，补齐建
强50条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和安全稳定水平。

在促融通、强主体上，深入实施“贡
嘎培优”行动计划，加快打造世界500强
工业企业和中国制造500强企业。在六
大优势产业领域打造一批领航企业、单
项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支持龙头企
业发挥“链主”作用，引领带动中小企业
链式协同发展，深化“天府益企”“万人助
万企”服务，着力培育一大批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更好促进形成大企业“顶天立
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局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秦怡

省委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精神

五个维度解码四川新型工业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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