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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扩内需和城镇化战略有序衔接

马庆斌

广东佛山全力支持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装备制造业驶入快车道
本报记者 张建军

1 月 7 日，在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龙井村五福龙井智慧农业生态园，工人正在

采收圣女果。春节前夕，该生态园内皇妃、紫霞、普罗旺斯等品种的圣女果陆续进入采收

期，产品供不应求。近年来，湖北省竹山县发展高效示范性农业项目，促进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与升级，带动当地农民增产增收，助推乡村振兴。 章 磊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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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扩大国

内需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

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提出，“城镇化是

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把扩大内需战略和新型

城镇化战略有序衔接起来，使之成为经济发展

的重要推动力”。

2021 年 ，我 国 常 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达 到

64.7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6.7%，城镇化水

平总体不平衡不充分。从增量上看，我国还处

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城镇每年新增上千

万人口，相应的对城市的住房、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设施带来大量的投资需求。从质量上看，

老城区更新、基础设施补短板等具有巨大的投

资空间。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对于扩大内

需的支撑潜力空间巨大。

当前，在扩大内需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衔接

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机制与现代产业工人队伍的稳定

巩固机制尚未得到有效衔接，公共服务、职业

教育、技能培训等需加强。二是存在中西部地

区城镇化率偏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有待

提升，工业化支撑能力偏弱等问题。三是县城

和特大镇吸纳农民工的作用有待提升。四是创

新基础设施的布局空间不均衡现象突出。

因此，要使扩大内需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

略有序衔接起来，还须在几个方面加大力度。

一是畅通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镇产业

化机制，提升城市经济发展能力。创造更好的

条件鼓励引导农民工举家进城，向产业发展活

力旺盛的城镇聚集，在市民化和产业化形成良

性机制。加大户籍制度改革，推动人地挂钩、人

财挂钩，为制造业集群发展腾挪空间，降低制造

业发展成本。营造更低成本的城镇化，释放消

费潜力，在保障住房、职业技能教育等方面加大

覆盖力度，不断提高产业工人的职业荣誉感和

工匠精神。探索在超大特大城市之间户籍互

认，实现高端人才的自由流动。

二是提升中西部城镇支撑中等收入群体扩

大的能力，培育新消费增长极。中西部自然条

件决定了其城镇化与东部城镇化模式的不同。

在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鼓励引导中心城市带

中小城市的都市圈模式，在产业目录优化、土地

指标和财政支持等方面制定倾斜政策，在中西

部培育更多特色产业活力四射的中小城市体系。不断巩固提升中西

部城镇支撑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能力。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

等关键投资方面加大倾斜力度。

三是加密都市圈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以关键投资优

化关键领域。加大对都市圈、城市群内部交通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的投资，既可有效稳定经济增长，也可优化都市圈、城市群内生产力

和人口的合理布局，提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中小城市发展的基础设

施条件。加密轨道交通，把发展市域（市郊）铁路作为实现都市圈舒

适高效通勤的重要抓手，在都市圈内布局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推动公

共资源配置与常住人口规模挂钩机制。

四是向中西部城镇优化布局创新设施，提升中西部城镇化高质

量发展能力。中西部的发展关键在于培育能够将自身特色资源转化

为市场产品和服务的城市，核心在于创新能力提升。应在中西部中

心城市布局更多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

引导中西部城市在承接产业转移基础上，更多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

培育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体系，进而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就

业机会。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研究员）

作为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的

龙头城市，佛山市的规模占珠江西岸先进

装备制造产业带超过 50%。在佛山，制造

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

角色。

近年来，佛山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佛山装备

制造业从传统的陶瓷、木工等机械装备制

造加速转向高端化、智能化，传统制造业的

面貌正在被重塑，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驶入

快车道，产业集群态势初成。

从传统工具到智能装备

2022 年 10 月 26 日下午，总投资 50 亿

元的天心天思智能装备产业项目签约仪式

在佛山市三水区举行。“我们将聚焦航空航

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新一

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等领域产业，开展科

创项目落户培育的新探索，打造粤港澳大

湾区先进制造产业高地。”三水区委书记李

军说。

这是佛山市智能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

的一个缩影。2022 年以来，佛山市智能装

备产业一马当先，全市各区“争艳”：3 月

份，深圳市奥斯玛数控发展有限公司落户

佛山市高明区，投资 10 亿元建设智能装备

基地项目；4 月份，全国首条旋转导向钻井

与随钻测井“璇玑”系统（俗称“贪吃蛇”系

统）智能化生产线在广东中海万泰技术有

限公司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的基地建

成投产；7 月份，顺德区龙江镇的海天高端

智能装备产业基地项目一期建成试产⋯⋯

佛山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围绕上中游

的原材料、零部件配套，下游的通用设备、

专用设备等整机产品研制，形成了布局较

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

“集群在通用设备制造若干细分领域

实力凸显，拥有工业泵、机床、激光设备等

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陶瓷、塑料等专用

设备领域发展在国际领先，环保专用设备

领域逐渐发展壮大，机器人、无人机等高端

装备领域逐步形成规模。”佛山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副局长李天赠分析。

从细分行业看，在通用设备制造业领

域，2021年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1848亿元，

约占全省通用设备制造业的 24%；2022 年

1 月 份 至 10 月 份 实 现 规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1718.79 亿元。在专用设备制造业领域，

2021年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1034亿元，约占

全省专用设备制造业的 15.3%；2022 年 1 月

份至10月份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761.53亿元。

如今，佛山市这两个领域的企业大多

是从当地最初作为陶瓷机械、木工家具机

械、金属压力成形机械等产业配套支持的

传统装备制造业发展而来。起初，它们只

是“佛山制造”的粗放型“工具”，经过多年

的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站在了行业智

能装备制造的高端。例如，宏石激光在激

光切割、切管设备细分行业均位列全国前

茅，东方精工在瓦楞纸箱印刷设备行业内

的排名在世界领先⋯⋯

从特色凸显到集群初成

清扫、打磨、喷涂⋯⋯这些传统建筑行

业充满粉尘的场景，在碧桂园汕头金平项

目成为历史。通过 6 款运输及上料机器

人、5 款集中工作站开展多机协同装修施

工作业，广东博智林机器人有限公司制造

的多款建筑机器人开启了中国智能建造的

生态实践。

同样扎根佛山顺德，与博智林机器人

公司相距不远的广东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

限公司负载 1000 公斤的搬运机器人“大力

士”不久前精准高效地参与了“吉利未来出

行星座”卫星生产中的物料搬运，是 AGV

（自动导引运输车）在卫星生产制造领域的

首次应用⋯⋯

这些都标志着佛山市机器人产业的悄

然崛起，成为国内机器人产业的一匹黑马，

也成为佛山智能装备制造的一个特色新优

势。目前，佛山已拥有从关键零部件到本

体制造、系统集成与应用的完备产业链，是

全国工业机器人生产和应用的重要基地，

集群优势凸显。

2018 年 4 月，《佛山市推动机器人应用

及产业发展扶持方案（2018—2020 年）》正

式发布，佛山市每年安排 1.3 亿元推动机器

人应用和产业发展。2021 年佛山市拥有

机器人企业 2800 家，其中机器人制造企业

240 家，生产工业机器人 2.35 万台，分别占

全省、全国的 18.9%和 6.4%。

机器人产业是佛山市智能装备的后起

之秀，而由传统制造发展而来的高端智能

装备产业的产业链布局也得到进一步优

化，集群态势初步形成。

2022 年 5 月 26 日，广东伊之密精密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大而敏捷 LEAP 系列超大

型压铸机 7000T 在佛山顺德首发，这是在

超大型智能压铸机研发上的新成果。

事实上，而今能够制造“大国重器”的

伊之密，在成立之初的那些年只是个生产

注塑机的传统企业，其成长见证着佛山市

装备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的历程。

恒力泰生产的陶瓷压砖机连续多年保

持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位及世界产销量前

列；星联科技研发生产的“拉伸流变塑化挤

出设备”核心专利技术属“国际首创、国际

领先”⋯⋯

目前，佛山市陶瓷机械、金属压力成形

机械、印刷包装机械制造等行业的智能化

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集群化发展取

得明显进展，尤其是在细分行业领域涌现

出一批单项冠军。

从政策扶持到优势形成

“公司将借助佛山大力推动数字化智

能化转型的东风，筹划推动纺织印染行业

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链协同发

展。”佛山技研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

人韦帅介绍，他们正与佛山市禅城区的三

技精密技术（广东）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禅城

“三技智能装备产业园”，打造专业的印染

整体设备智能装备制造基地，推动纺织工

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佛山市全力支持传统产业数

字化转型，制定《佛山市推进制造业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发展若干措施》等政策，对制造

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数字化智

能化改造,推动佛山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步

入快车道，全市超过 35.7%的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施了数字化转型。

高规格召开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发展大会、企业家大会，在全省率先出台支

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 25 条政策，设立

总规模 300 亿元、首期 100 亿元的广东（佛

山）制造业转型发展基金。相继打造出 48

家数字化智能化示范工厂、146 个示范车

间⋯⋯引导并驱动佛山制造业全速转型。

同 时 ，大 力 推 进 企 业 技 术 改 造 。 自

2015 年开始连续实施两轮技术改造三年

行动计划，通过系列扶持措施，有效调动企

业技术改造积极性。2022 年 1 月份至 10

月份，已推动 1153 家制造业企业开展技术

改造，安排 5.7 亿元对 912 家企业技

改项目进行奖补，带动全市 1 月份

至 10 月 份 完 成 工 业 技 改 投 资

542.56 亿元，同比增长 12.5%；带动全市工

业投资 931.38 亿元，同比增长 6.9%。

佛山市通过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开

辟了制造业发展新赛道，形成了产业新优

势，这也是佛山装备制造业智能化的基本

保障。佛山市还大力建设科研平台，推动

清华大学佛山先进制造研究院、佛山智能

装备技术研究院等开展产学研合作，加快

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和成果转移转化，为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撑。

同时，佛山也看到，全市智能装备制造

业还面临国外垄断和“卡脖子”问题，产业

链供应链安全保障有待提高；产业发展能

级仍不够高，产品以中低端为主，附加值不

高，企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以及产品的

智能化水平都有待提高。

当前，佛山市正把握实施产业基础再

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的重大机

遇，补齐基础软件、核心硬件、基础原材料

等突出短板，推动装备制造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

吉林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推动项目签约落地——

做 大 做 强 汽 车 产 业 链
本报记者 马洪超

总投资近 442 亿元的 64 个项目成功签约，总投

资 59.65 亿元的 12 个项目落位启动⋯⋯1 月 5 日，吉

林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了长春市 2023 年

第一场招商引资活动。64 个成功签约项目，涉及新

能源、汽车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等多

个产业领域。

“这批项目集中签约，充分展现出长春汽开区

已构建起整车带动、配套拉动、创新驱动、区域

联动、产城互动的产业发展格局，标志着长春国

际汽车城正在向世界级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生产研

发基地扎实迈进。”长春汽开区党工委书记朱光明

表示。

作为全国唯一以汽车产业命名的国家级开发

区，长春汽开区近年来在一汽集团各主机厂及零部

件企业支持下，以更加精准的产业链供给体系、政

策体系，全力支持汽车产业做大做强。仅在 2022

年，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一汽弗迪动力电池等重

大项目便相继落位。

总投资 358 亿元的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

是奥迪打造在华首个专门生产纯电动汽车的生产

基地，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高端新能源汽车 30 万

辆，达产后将直接带动上下游产值 3000 亿元。该

项目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奠基，经历新冠疫情、雨季

等考验，在 2022 年 11 月 21 日提前一个月实现暖封

闭。当前，该项目正进行地面混凝土和机电系统施

工，即将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

项目经理闫磊介绍，按照目前建设速度，有望两年

时间实现主体项目建成投产。

继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落地长春之后，一

汽弗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动力电池项目于去年

2 月在长春正式开工。这家公司由中国一汽集团、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注册成立，项目总投资

135 亿元，全部建成达产后每年可满足 100 万辆电

动车配套需求，实现产值 200 亿元以上，将有力推

动长春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一个个项目的签约落地和建成投产，让长春汽

开区构建起坚实的汽车产业基础和较为完善的产

业体系。如今，长春汽开区已拥有一汽

红旗、一汽解放、一汽奔腾、一汽大众、一

汽丰越及奥迪一汽新能源 6 家主机厂和

7 大汽车品牌，形成了“中、重、轿”3 大系

列多个车型的产品格局，并拥有一汽富维、富晟、富

奥、比亚迪、麦格纳等 400 余家零部件企业，建成凯

达新能源产业园、动力总成工业园、轴齿工业园等

一批专业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区，零部件产业集群规

模显现。

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

作保障。“为推动集中签约的项目快速落地，我们

积极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让企业到

长春汽开区来投资更放心、满意，特别是在手续

办理等方面对投资企业开放绿色通道，力争审批

流程最短、时限最短、效率最高。”长春汽开区政

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局长周昌清说，近年

来长春汽开区营商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推动项目

快速落地，一汽红旗新能源工厂项目从立项到开

工仅用 29 天，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的审批时

限从 41 天压缩到 2 个工作日就全部完成。与此同

时，长春汽开区还积极推进一窗受理提升服务改

革、“最多跑一次”改革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建立服务一汽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和外国人

出入境办理绿色通道，极大提升了政务服务效

能，方便了企业和群众办事。

长春汽开区服务一汽工作推进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史润杰表示，长春汽开区将持续推动项目落

位，服务好项目建设，确保签约项目“颗粒归仓”，助

力汽开区汽车产业链做大做强，全力确保到 2025

年实现整车销量超 600 万辆、产值超万亿元的世界

级汽车智能制造生产基地。

一汽红旗繁荣工厂智能化生产线正在一汽红旗繁荣工厂智能化生产线正在

平稳有序作业平稳有序作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洪超马洪超摄摄

图为海尔三水工厂智能制造车间图为海尔三水工厂智能制造车间。。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