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原市开发区

今年以来太原市强化党政“一把
手”对招商引资的引领示范作用，省
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韦韬带队赴安
徽、陕西学习考察学习借鉴合肥、西
安等省会城市在扩大开放、招商引
资、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的先进理念
和成功经验。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新
伟带队赴合肥、蚌埠开展小分队招
商，全市开发区和促投招商部门以更
加务实管用的举措引进更多优质项
目，以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的新成效
为现代化太原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一、强化政策扶持和企业服务，

不断提营商环境

优化政策供给。太原市今年陆续
出台《太原市实施重点产业链“链长
制”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

《太原市支持专业镇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政策》《太原市支持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实施意见》《太原市政府投资
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传递支持实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态度，助力
企业纾困解难，增强企业发展信心。

促进政策落实。按照山西省专业
镇建设资金管理办法，为太原市省级
专业镇 1:1 配套扶持资金；落实省重

点产业链培育激励政策，组织链主、
链上企业申报营收进档、协作配套、
项目建设等方面的奖励资金，让政策
红利尽快直达企业。组织中小微企业
申报省级规范化股份制改造奖励，推
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提升服务效能。始终把项目落地
作为招商引资的后半篇文章，持续深
化“项目经理”“工作专班”等机制，行
业部门牵头负责，招商部门全程参
与，要素部门提前介入，合力推动项
目落地。建立“中枢调度”工作机制，
绘制重点项目网络进度图和手续办

理流程图，动态跟踪项目最新进度，
定期召开全市重点项目调度会，由招
商部门针对每个项目推进过程中的
堵点难点，逐一提出工作建议，由相
应责任部门落实，真正将包联责任落
到实处，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二、聚焦产业链和专业镇建设，

让开发区产业支撑更稳

培育建强产业链。围绕打造 6 条
千亿级产业链目标，构建以“链长制”
为引领、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的工作
运行机制。制定企业、项目、技术、资
本、招商“五清单”，促进多链耦合。优
化存量，推动 15 户链主、264 户链上
企业上下游产销对接、协作配套，梯
次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促进
市场主体提质增效。做大增量，创新

“政府 + 链主 + 园区”招商，支持链
主组建产业联盟、以商招商。

积极打造专业镇。我市对中北高

新区不锈钢（特钢）专业镇和半导体
材料专业镇市级专业镇每年从工业
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中列出 5000 万
元予以专项扶持。中北高新区成立了
不锈钢（特钢）专业镇党委、半导体材
料专业镇党建联盟及两个专业镇企
业联盟，实现党建引领专业镇，真正
让专业镇成为推动转型升级、做强经
济总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和平台。1-9 月，引进产业链链上企
业项目 37 个，计划投资额 537.8 亿
元，投资额占比 65.8%。

三、加强区域合作，不断扩大招

商渠道

在小分队招商上。把“请进来”和
“走出去”相结合，进一步深化区域交
流合作，擦亮“太原招商”投资品牌，
浙商、徽商代表组团来太原市考察投
资，借助“西洽会”“世界智能大会”等
平台，跟进城市推介和招商洽谈。

在驻点招商上，今年创新探索
“北京驻点招商”，市招商部门拜访对
接 80 余家企业，挖掘意向投资企业
20 家。

在校友招商上，与清华大学山西
校友会、武汉大学山西校友会共建招
商引才基地，累计对接 120 余家企
业，走访 10 余家高校校友会，挖掘投
资信息 40 条。

在以商招商上，借助中电科二所
资源，成功对接中电海康集团。

在与驻外机构、商协会、群团组
织的招商联动上，通过常态走访交
流，增加工作粘性。

在市场化招商上，制定委托招商
工作方案和考核办法，与重汽集团等
两家专业机构开展招商合作、共办招
商活动，成功对接大健康智慧产业集
群等项目。

【工作推进情况及亮点】

一、统筹安排开发区工作

6 月 30 日，晋中市召开了全市开
发区工作推进会, 市政府与各开发区
签定目标责任书，压实了各开发区工
作主体责任，并对全市开发区工作进
行了再安排再部署。9 月 1 日，分管副
市长召集各开发区主要负责人召开了
专题工作会议, 对开发区重点工作进
行了安排，要求各开发区提振信心，鼓
足干劲，确保完成全年重点工作。起草
出台了《2023 年开发区工作要点》。

二、经济指标运行工作

1-10 月，全市 9 家工业类开发区
预计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 266 亿元，
同比增长 6.56%，增速环比连续两月
上涨，工业投资 101 亿元，同比下降
33%，已连续两个月持续收窄。晋中国
家农高区 9 项指标中，引进或培育高
水平专家团队和高层次人才数量增量
等 5 项指标已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全
国领先的有机旱作科学技术成果转化
等 4 项指标正常推进中。左权生态示
范区 5 项指标中，产业项目投资预计
完成 9 亿元，提前超额完成 6 亿元考
核目标，固定资产投资 23.4 亿元，同
比增长 14.7%，景区接待人次增速等 3
项指标均正常推进。

三、“三个一批”工作情况

截至目前，2023 年“三个一批”活
动已经举办了 3 次，其中第三次“三
个一批”活动晋中市承担了省主会场
任务。

2023 年前三次“三个一批”活动
共涉及项目 210 个，总投资 723.62 亿
元，其中：“签约一批”项目 68 个，总投
资 391.93 亿元；“开工一批”项目 70
个，总投资 142.44 亿元；“投产一批”
项目 72 个，总投资 189.25 亿元。目前
正在积极组织第四次“三个一批”项
目，共铺排项目 59 个，总投资 146.42
亿元。其中，签约项目 17 个、总投资
49.48 亿元，开工项目 21 个、总投资
42.1 亿元，投产项目 21 个、总投资
54.85 亿元。目前我市 2022 年以来前
六次“三个一批”项目开工率 98.0%、
投产率 52.7%、达效率 100%，三率预
计位居全省前列。

四、招商引资工作

一是指导和组织各开发区积极
开展招商工作。深入贯彻全省招商引
资大会精神，指导各开发区聚焦晋中
市 8 个产业链、3 个省级和 6 个市级
专业镇建设，链长制和链主企业“双

链”发力，大力开展“政府 + 链主企业
+ 产业园”招商，指导各开发区对接天
津谷川联行、广州绿城、上海东方龙等
专业机构合作，开展中介招商。

进博会期间，组织开发区参观了
上海张江医药产业园，晋中开发区对接
同济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介休经开区
赴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考察学习，左
权示范区对接复旦大学和上海申能集
团等企业，榆社经开区与汇伦医药、安
宏资本等企业交流对接医药项目，各开
发区结合自身产业特点，在上海、昆山、
宁波、苏州等地开展了多场招商活动。
今年落地了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如晋
中开发区总投资 50 亿元的大恒能源垂
直一体化项目、总投资 38 亿元的晋中
磁悬浮储能飞轮项目和总投资 37 亿元
的山西光存信息存储产业园项目，太
谷经开区总投资 30 亿元的中天钒业
玛钢补链赋能项目、总投资 11 亿元
的海荣锂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
和总投资 9 亿元的昇瑞超高功率石
墨电极两个外资项目.这些项目为开
发区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是积极开展校友招商活动。按
照省校合作和校友招商工作安排，首
先是组织申报省级校友招商特色园
区，2023 年太谷经开区成功申报成
为省级校友招商特色园区，目前晋中
市共有晋中开发区、晋中国家农高
区、祁县和太谷经开区 4 个省级校友
招商特色园区。各开发区积极对接校
友招商项目，目前共落地 18 个校友
招商项目。

五、深化“三化三制”工作

按照“三化三制”工作安排，积极
向各开发区征求深化“三化三制”改革
意见并上报省商务厅。近日，省级深化

“三化三制”改革行动方案已下发，正
在结合自身实际，起草晋中市“三化三
制”改革落实措施。目前各开发区“三
制”改革均已完成，实现领导班子任期
制、全员岗位聘任制和绩效工资制，按
照省考核结果核定绩效工资总量。参
照“管委会 + 公司”运营模式，开发区
成立或采取合作方式引入市场化运营
公司 20 家，加快引进一批经济服务、
项目建设、金融投资等方面的紧缺人
才，市场化招聘人员达到 19 人。

六、“三项改革”工作

一是积极推动以“承诺制 + 标准
地 + 全代办”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各开发区加快承接赋权事项，建立

了政务大厅，对审批人员进行专业培
训，推进“区内事、区内办”。今年截至
目前，全市开发区实行承诺制项目 85
个，出让标准地 18 宗、715.1 亩，领办
代办项目 174 个，以良好的营商环境
为转型发展助力赋能。

二是强化队伍建设。各开发区着
力建设审批服务队伍，通过向社会招
聘，将业务素质好、工作能力强、有责
任感和事业心的同志调入审批工作
队伍，提升审批服务能力。目前全市开
发区已建立了由 326 人组成的领办代
办队伍，其中领办员 51 人，代办员
275 人，建立了一支政治站位高、业务
能力强、服务态度好的行政审批队伍。

三是积极开展“区内事、区内不好
办”专项整治活动。开发区领导带头学
习，提高专项整治工作认识，熟悉相关
政策。

四是交流学习典型经验。市商务
局每月组织各开发区召开工作例会，
通过例会交流各开发区工作经验。同
时收集各开发区优化审批服务案例，
择优向省商务厅推荐。

七、持续优化开发区布局

一是积极推动开发区调区工作。
根据省商务厅规范开发区调区工作要
求，召开 3 家开发区调区市级论证会，
征求市发改、工信等部门意见。指导 3
家开发区完善调区可研，按程序报省
政府调区请示。目前灵石、太谷、平遥
经开区的区域调整已或省政府已正式
批复，连续两年完成 5 家调区（去年和
顺、榆社），调整后工业类开发区产业
布局更加合理。

二是积极推动昔阳县申报省级
开发区。按照上级要求，提前与省商务
厅沟通，按照开发区设立最新要求指
导昔阳县做好开发区前期可研。按照
市政府要求，组织召开市级论证会，征
求市发改、工信等 6 部门意见，指导昔
阳县完善可行性研究报告，目前已将
昔阳开发区申报资料报省政府，将根
据省相关部门要求，继续完善申报资
料，争取昔阳获批。

三是深入开展特色园区创建工
作。祁县经开区中小企业产业园、太谷
经开区山西乾通中小企业创业园获评
2023 年度“山西省中小企业园”；指导
晋中开发区、祁县经开区、榆社经开区
积极开展绿色低碳循环示范园创建工
作；指导祁县经开区、和顺经开区积极
开展节水型园区创建工作。

八、积极完成各类专项工作

一是认真开展“两不一欠”工作。
组织安排各开发区开展“两不一欠”专
项行动，摸排相关问题，建立清单，责
任到人，结合工作实际制定解决方案。

二是认真开展“一泓清水入黄河”
工作。我们认真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对
涉及“一泓清水入黄河”工作的平遥经
开区和介休经开区，定期听取工作汇
报，跟踪重点项目进展情况。目前两家

经开区共涉及项目 3 个，平遥经开区
2 个项目正在按计划办理前期手续，
介休经开区涉及项目 1 个。

三是认真开展现代医药产业链
建设。积极会同市工信部门，出台了

《晋中市现代医药产业链工作要点》，
确定了 18 家现代医药产业链重点企
业，明确了晋中开发区、榆社经开区为
省级医药产业链重点开发区。指导开
发区积极推动项目建设，目前共推进

广华园药用包装项目、广生胶囊产能
扩建项目等重点项目 11 个，总投资
35.306 亿元。组织榆社经开区、晋中开
发区和晋中国家农高区等参加 2023
年“台商台青走晋来”晋台医药大健康
产业发展合作交流会议。按照省商务
厅《关于做好现代医药产业链相关工
作的通知》要求，推荐山西德元堂药业
有限公司和山西广生胶囊有限公司申
报省级“链核”企业。

【工作推进情况及亮点】

晋中市开发区

一是持续推动重点指标平稳运
行。对标全年目标，强化重点企业和重
点项目跟踪服务，“一对一”精准帮扶，
落实好规模以上工业平稳增长行动的
各项举措。强化每月开发区工作例会
作用，对开发区主要工作和指标进展
情况进行预警，研究解决经济运行存
在的突出问题。谋划好年底考核，抓好
加分事项落实，推动争先进位。

二是持续抓好项目建设。实施

“政府 + 链主企业 + 产业园”招商，
聚焦重点产业链和专业镇建设，力争
引进一批产业链长、附加值高、带动
力强的产业项目和专精尖配套项目。
滚动开展“三个一批”活动，精心谋划
第四次“三个一批”活动，强化“三个
一批”项目跟踪调度，持续抓好争资、
招引、落地、开工、推进、投产等项目
工作六个环节，加大项目推进力度。

三是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按

照省政府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
若干措施以及省开发区领导小组办
公室《进一步深化开发区“三化三制”
改革行动方案》要求，结合实际起草
我市贯彻落实方案，进一步激发开发
区发展活力。持续推动依法赋权，深
化“承诺制 + 标准地 + 全代办”改
革，大力提升“全代办”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便利化、数字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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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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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围绕招商引资、产业项
目、争先进位等重点工作全面发力、
聚势突破，力保开发区全年目标任务
圆满完成。

（一）抓稳工业经济运行调度。
重点盯牢“体量大、增加值率高、盈
利下滑严重”的企业，认真分析预
期目标与实际进度的差距，加大调
度分析、服务指导工作等力度，对
标对表抓好任务落实。针对当前滞
后指标及存在问题进一步分析研
判，加大工作力度、加强经济调度、
加紧协调跟进，确保年度目标任务

完成。
（二）挖掘长板提升招引项目质

量。深入挖掘我市招商引资长板优
势，用好招商引资专项资金和产业
投资基金，进一步优化投资政策，在
资本招商、市场化招商等方式上加
大创新实践，不断提升项目承接能
力。围绕重点产业链和专业镇建设，
实施“链主”企业招商，深化招商图
谱，列出招商清单，精准谋划一批产
业关联性强、科技含量高、成长性好
的重点项目。抢抓京津冀创新资源
精准对接项目，持续做好“请进来”

和“走出去”的招商活动，做大招商
引资“朋友圈”。

（三）强化项目储备夯实稳投资
基础。聚焦融入国家战略，聚焦承担
省级重点工程，聚焦重点地区的重点
产业转移动向，聚焦重大项目落地关
键环节，聚焦推动全市各行业主管部
门的重点工作，主动对接项目，精心
包装项目，加强项目谋划储备，紧扣
延链聚合、建链成群招引更多产业生
态圈的关键性项目和优质项目，持续
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供稿：太原市商务局

【下一步工作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