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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运城市开发区牢固树立“大抓产业、大抓
工业、大抓项目”的鲜明导向，坚定不移抓项目、稳增长、
促转型，以高质量发展新成效，助力全市经济跑出一条
漂亮的“上扬线”。

【2023 年工作成绩】

（一）招引成果更加丰硕。从源头高质量抓实项目招
引、立项、开工、建设、投产达效全链条项目推进机制。立
足比较优势和特色产业，突出“政府+链主企业+产业园”
招商，用好招商顾问、中介机构，发挥招商专班和招商小
分队生力军作用，开展市场化、专业化、开放式招商。全
市开发区拥有专业招商人员 460 人，建立招商平台 64
个；今年外出招商 338 次，开展线上招商 614 次，达成投
资意向 669 个。投资 20 亿元的清控创新基地、10 亿元
的 ALC 装配式建筑新材料、10 亿元的高速新型护栏等
一批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
的大项目、好项目、新项目纷纷落地开工。

（二）发展动能更加强劲。突出落实“四全工作法”抓
实项目，开展 4 次“三个一批”活动，共签约项目 220 个、
总投资 414.5 亿元，开工项目 204 个、总投资 205.1 亿
元，投产项目 193 个、总投资 269.5 亿元。2022 年以来七
次“三个一批”项目开工率、投产率、达效率分别达到
94.77%、55.96%、100%。2023 年全省四次“三个一批”项
目综合评价，我市三次排名第一。全市 10 家工业类开发
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占全市比重首次突破 70%、达到
71.3%、比重较 2022 年提高 3 个百分点，有力支撑了全
市经济大盘。

（三）转型步伐更加坚实。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74 家，
增长 20%；新认定“专精特新”企业 41 家，全市开发区“专
精特新”企业达 150 家；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研
究中心、企业研发中心数量达到 112 个，R&D 支出 14.1
亿元。风陵渡、河津、稷山、新绛 4 家开发区入选全省第一
批绿色低碳示范区创建名单，数量全省第 1。全市开发区
绿色工厂达到 11 家，占全市的 91.7%。稷山开发区入选
生态环境部第一批城市和产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
点（全省共 4 家）。

（四）集群优势更加凸显。制定《全市开发区重点产
业链发展行动计划》，引导开发区进一步提升产业链发
展能级和整体竞争力，全市开发区省级链主企业达到 7
家、占全省 19%，精品钢、碳基新材料、铝精深加工、铜精
深加工、新能源汽车五条产业链产值超过百亿。市场主
体突破 5 万户、入驻企业 19448 家；10 个工业类开发区

“四上”企业 782 家，同比增长 20.3%；汽车装备制造、新
材料、精品钢等特色优势主导产业规上企业 238 家，产
值占全市开发区产值的 87%。战新产业企业 138 家，战
新产业增加值 140.7 亿元、占比达 27.9%。

（五）区域合作更加务实。将项目招引、合作共建、人
才交流作为区域合作的重点。运城、绛县、稷山、临猗等
开发区与天津武清开发区、河北文安开发区、天津开发
区南港工业园等京津冀开发区深度合作，引进岩棉、钢
结构等项目，共建物流园。运城、风陵渡、永济、闻喜等 8
个开发区与苏州工业园区、连云港产业园区等长三角地
区 11 个园区广泛合作，去年引进了刹车器配件、智能电
机、环氧树脂等总投资 21.9 亿元的 15 个项目，实现合
作共赢。

（六）营商环境更加“宜人”。实施总投资 121.8 亿元
的 74 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快补齐道路、供水、电力、
供气、绿化、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短板。建成标准化厂房
124.6 万平方米、投入使用 105.5 万平方米。联合市委编

办、市行政审批局开展“放权不到位、区内事区内不好
办”专题调研，推动解决制约开发区发展三制改革、体制
机制、赋权承权、权责划分等方面问题 46 个。工业类开
发区 7 项区域评估全部完成，出让标准地 81 宗 4391
亩、工业用地全部以标准地形式出让，用承诺制办理项
目 165 个、占备案项目（除分布式发电、农业类、技改类
等项目外）的 67%，为开发区 356 个项目领办代办事项
1154 项、占立项项目的84.4%。

【2024 年工作计划】

今年，我们全面贯彻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暨省委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聚焦工业投资增长 16%、规上工业增
加值 15%硬目标，强化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主战场主引擎
战略定位，狠抓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深化改革、优化环
境等重点工作，加快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奋力夺取

“首季开门红”。
（一）月度调度通报。紧盯工业类开发区 6 项、农业

类示范区 5 项指标，月度调度研判，及时预警、督办、通
报，压实部门和人员责任。适时召开全市开发区经济分
析会议，与开发区共同分析研究短板、弱项。对占全市开
发区比重较大的钢铁、焦化等重点行业的产值、增加值，
正在实施项目，拟升级改造项目进行月度调度，抓实抓
好关键环节，推进经济产出合理增长。

（二）强化项目建设。坚持“四下基层”，用好“四全工
作法”，深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重点区域，招引承
接一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外溢内迁项目，
推进“政府+链主企业+园区”招商引资质效提升，提升开
发区承载能力，吸引更多项目、资金落地。一体推进全市
开发区谋划的总投资 558.9 亿元的 168 个签约项目、投
资 390.7 亿元的 176 个开工项目、投资 191.2 亿元的
119 个投产项目。

（三）加快产业转型。全面实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战新产业培育壮大、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数字赋能加速
推进专项行动。加快推进钢铁、化工、有色等传统优势产
业企业深耕主业、延伸链条。发挥全市开发区 7 家省级

“链主”企业优势，狠抓延链、补链、强链；积极谋划布局
量子信息、氢能与储能、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未来产
业。依托山西智创城 NO.10、清控等优质载体，持续强化
数字技术创新，加快培育壮大软件和信息服务、物联网、
大数据与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产业集群，努力抢占数字
经济新赛道。持续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
积极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赋能实体经济做大做强。
发挥农业示范区作用，培育引进一批大型农业龙头企
业。

（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开发区高起点、高标准建
设开发区“九通一平”等基础设施；深入落实“一泓清水
入黄河”，加快稷山开发区西社园区污水处理、中水回用
工程和河津开发区污水处理项目建设。扎实推动事项、
时限、环节、要件、证明再压缩再减少“五减”行动，深入
推进零服务、零收费、零延时、零投诉“四零”服务机制。
不断深化三项改革，实现承诺制、全代办占备案（立项）
项目比重分别达到 50%、80%以上，充分释放改革红利。

（五）扩大合作开放。全面深化我市开发区与京津冀
开发区的合作，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推动与
长三角、粤港澳深化合作，围绕信息技术、节能环保、装
备制造等产业共建合作园区。以运城航空口岸正式开放
为契机，引导开发区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围绕优势产
品，借助中国（运城）跨境电商综试区“国字号”招牌，积
极拓展国际市场。 供稿：运城市商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