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紧抓住转型升级重点环节

吴国玖 黄高峰

近年来，江苏经济发展由注重总量增加逐步向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转变，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一是服务

业已达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三次产业结构由“二

三一”转变为“三二一”；2016年，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 50%；2018年，三次产业增加值

比例调整为 4.5∶44.5∶51。二是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壮大。通过整合资源、创新管理、调整产品结构，传

统产业增长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2018 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上年增长

11.0%，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43.8%；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比上年增长 8.8%，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32%。三是现代服务业及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以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信息技术、商务服务等为代表的营利

性服务业蓬勃发展。

我省经济发展，包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对照新发展理念和人民群众的期盼，转

型升级的任务还很艰巨。从能源结构看，尽管光伏、风能、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展迅速，但是煤电占比

依然在 65%以上；从产业结构看，作为我省重要支柱产业的化工行业，近年来虽实施多轮专项整治，但项

目低端或工艺落后的问题依然存在；从空间结构看，全省土地开发强度已超 21%，居全国各省（区）之首，

其中无锡已超国际警戒线，苏州、南京、常州逼近国际警戒线，土地资源要素配置面临开发强度高、规划

建设空间不足、后备资源短缺等多重压力。正如省委书记娄勤俭所言，江苏过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重化

型”产业结构、“煤炭型”能源结构、“开发密集型”空间结构到了非调不可的地步。那么，结构怎么调？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紧紧抓住重点环节，一步一个脚印，

推进转型升级有序进行。

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当前世界，安全事故带给人类的伤害已经超过了战争。全国 2018 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4.9 万起，虽

然同比下降6.5%，但是死亡人数也以万计。这些年我省在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方面发生了一些问题和事故，

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很大损失。安全大于天!必须牢牢把握安全生产的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尽最大努

力减少安全事故和人员伤亡。

高度关注化工企业安全。对化工企业不能一关了之，要着眼于优化布局，确保安全区隔；要对储运和

生产各个流程再梳理再优化，确保科学规范。对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环保不达标又难以提档升级的，则要

依法予以关停。

高度关注水安全。水是生命之源。保护好水源地，实施雨污分流、生产生活用水分流，建设好水厂和

用水管网，不断提高水的品质，让人民群众都能喝上放心水。

高度关注食品和交通安全。在农产品种养植环节，保持适度规模，加大有机粮食蔬菜瓜果种植面积，

切实减少农药和化肥使用量；在加工环节，提高工艺水平，建立健全可回溯追踪体系。加强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特别是不断提高交通管理的智慧化水平，持续降低重大交通事故发生率。

始终坚持绿色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全面推行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有机统一，把我省打造成为全国领先、全球有影响力的绿色发展示范区。

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深入推进“一市一策”，合理协调制造业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

保护的关系，结合资源特色和产业优势，打造特色产业链，培育特色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推进品牌建设，

加快形成一批千亿元级产业、百亿元级企业和十亿元级产品。对开发园区，按照主导产业类别加强分类指

导，延伸循环产业链。

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深入开展生态循环农业示范镇

村、示范园区、示范工程创建。大力推广生态绿色、高效安全和“互联网+”等现代农业技术，促进节水农

业、循环农业、有机农业发展，持续推动农业提质增效。

发展新型生态经济。运用“生态+”“互联网+”，积极发展生态旅游、健康养老、休闲健身、乡村旅

游等。培育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等文化新业态，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

强化科技支撑能力

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打开了通过科技创新实现“换道超车”的机会窗口。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要

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的核心位置，将增长动力从以土地、资源、能源等要素投入为主全面转向

以知识、技术驱动为主。

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加大基

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力度，鼓励原始创新，组织若干重大原创性研究项目。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强科技研发平台建设，立足自主创新，深化与国际国内各方合作，

全力打造若干高端科技研发平台。支持重点城市建设综合性科学中心、未来网络实验设施等国家重大创新

平台。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大力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积极推动重点实验室和大型仪器设备以

市场化方式向社会开放共享。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当前，高校院所每年只有 5%左右的原创成果可应用转化，转化后能产生经济效益

的又只占转化成果的 30%左右。要找准成果转化的痛点，打通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环节。重点构建以

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体系，推动创新政策、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本化运作相结合，

着力打造科技转化平台的升级版。

加快关键技术攻关。聚焦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技术短板和创新需求，加快实施前瞻性技术创新专项和重

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力争突破一批制约产业高端发展的“卡脖子”“牵鼻子”关键技术。深化产学研协

同创新，重点推动一批技术含量高、产业带动性强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优化改造传统产业

我省传统制造业规模巨大，应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重点，加快产业升级和改造。

加快重化工业转型升级。全面推动电力、钢铁、有色、化工、建材、轻工、造纸、纺织等传统产业节

能减排，开展重点企业节能低碳行动，组织实施企业能效提升、清洁生产、节水治污、循环利用等专项绿

色技术改造，突出抓好化工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加快推动循环化改造。积极有效化解落后过剩产能，通过兼并重组、改造革新等手段，促进落后产业

绿色化转型。充分运用新技术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实现智能化转型。推进

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力争省级以上开发区全部实现循环化改造。

推动各类开发园区生态化改造。加快绿色制造、高端制造、智能制造、协同制造等共性关键技术的推

广运用，实现工业园区绿色发展。在推动苏南产业向苏北地区转移的同时，实施技术改造和模式创新，实

现异地升级。改善园区生态环境质量，加强生态修复与绿色景观建设，推广绿色建筑和清洁能源应用，引

导园区企业应用外排废水回用、中水回用等先进技术，促进资源节约，约束污染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