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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全市工业园

区特色发展、集群发展、创新发展、高效发展，打造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主阵地，实现工业全面振兴，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达州新篇

章，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开展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三年提升

行动。 

一、工作目标 

（一）一年打基础。全市工业园区产业定位精准、产业链条

清晰、功能布局优化、授权赋能到位、机制体制顺畅，“双园驱

动”战略纵深推进，达州高新区创建国家级高新区路径清晰，达

州东部经开区蝶变成势。2025 年，新招引 70 个 5 亿元以上项目，

新增 1 个 500 亿级产业集群，新增 1 个 500 亿级园区，园区主导

产业产值占园区产值比重达 50%以上，园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占全市比重达到 70%、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二）两年有突破。全市工业园区产业链条初步成型、链主

企业带动明显、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进一步优化、园

区规模能级逐步提高、亩均效益不断提升，达州高新区创建国家

级高新区各项指标趋于成熟，达州东部经开区加快创建国家级经

开区步伐。2026 年，新招引 80 个 5 亿元以上项目，新增 1 个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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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级产业集群、2 个 500 亿级园区，园区主导产业产值占园区产

值比重达 60%以上，园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占全市比重达到

75%、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2 个百分点以上。 

（三）三年大提升。全市工业园区产业链条完备、链主企业

带动强劲、要素资源集聚、基础配套完善、智能水平提升、发展

动能释放，园区经济成为推动全市经济发展的主阵地，成功创建

国家级园区。2027 年，新招引 90 个 5 亿元以上项目，新增 1 个

千亿级和 2 个 500 亿级产业集群，3 个千亿级园区，园区主导产

业产值占园区产值比重达 70%以上，园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占

全市比重达到 80%、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5 个百分点以上。 

二、重点任务 

（一）明确定位，特色立园。明确各园区产业发展方向，形

成重点突出、错位协同、优势各异的园区产业发展格局。达州高

新区重点发展能源化工、先进材料、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和数字经

济、低空经济及无人机特色产业；达州东部经开区重点发展能源

化工、先进材料主导产业和新型储能特色产业；普光经开区重点

发展能源化工、先进材料主导产业和清洁能源特色产业；通川经

开区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医药健康、智能装备制造主导产业和

新型储能特色产业；大竹经开区重点发展智能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轻纺鞋服主导产业和新型竹产业特色产业；渠县经开区重点

发展纸制品特色产业；万源工业园区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先进

材料主导产业和清洁能源特色产业；开江工业园区重点发展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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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智能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主导产业和新型材料制造特色

产业；达川百马产业新区重点发展能源、农机装备主导产业和清

洁能源特色产业。〔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经信局、市能

源产业发展局、市数据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园区

管委会〕 

（二）集链成群，产业兴园。聚焦七大领域、22 条重点产

业链，延链补链强链壮链。健全“链主”企业的识别、选拔、培育、

认定、评估机制，认定培育 22 家链主企业，实现“一链一主”。

发挥“链主”垂直整合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加快打造一批竞争力

突出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和产业新赛道，力争认定 2—3 个省级先

进制造业集群和产业新赛道。〔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经

信局、市能源产业发展局、市数据局、市科技局，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三）招大引强，企业满园。精准绘制招商引资作战图，创

新招商模式，组建招商公司，积极探索链主招商、公司招商、基

金招商等，推动实现招大引强、招新引优。到 2027 年，新招引

百亿级项目 3 个、50 亿级项目 5 个、10 亿级项目 30 个。〔牵头

单位：市经济合作外事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园区

管委会〕 

（四）强化承载，功能赋园。完善园区厂房、道路、管网等

公共基础设施和职工住房等生活服务设施，大力发展检验检测、

物流平台等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园区平台功能。加快普光化工园



 

 - 4 - 

区、麻柳化工园区、斌郎化工园区建设，为化工项目落地创造良

好条件。〔牵头单位：市经信局、市科技局、市住建局、市商务

局、市应急局、市能源产业发展局、市数据局、市通发办，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五）创新引领，科技强园。建设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

心、产业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力争三年内全市园区省级以上创新

平台突破 50 家，其中“国”字号平台突破 3 家。引导和支持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推进园区制造业企业“智改数转”，全市园区每年培

育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各 20 户以上。〔牵头单位：市科

技局、市经信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六）提升服务，环境护园。推动涉企审批服务“一站式”

办结，做到“园区事园区办，企业事网上办”。开展营商环境专项

整治，梳理下放涉企综合执法权限。深入开展千名干部驻企业强

帮扶促发展行动，加强招引和惠企政策的兑现，确保“说到做到，

服务周到”。〔牵头单位：市委编办、市委目标绩效办、市委改

革办、市发展改革委、市经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经济合

作和外事局、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

直园区管委会〕 

三、要素保障 

（一）加强财政金融支持。充分利用国家“两重”“两新”政策

机遇，全力支持园区（企业）开展项目申报，积极争取超长期特

别国债等资金。整合全市产业发展类、基础设施类等资金 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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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向园区投放。优先安排国家、省一揽子增量金融政策支持园

区建设和产业发展，探索“园区+基金”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共同

参与设立各类母子基金，发挥基金投资和招商引资双轮驱动作

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园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畅通企业

同金融机构合作渠道，用好政策性贷款产品满足园区企业融资需

求。〔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经信局，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人行达州市分行〕 

（二）优化生产资源配置。实施工业园区“标准地”改革，推

行园区“亩均论英雄”效益评价。支持园区合理确定容积率、建筑

密度、停车位等规划指标，园区工业项目实施规划土地“多验合

一”，为符合条件的建设项目提供“交地即发证”服务，实施工业

企业不动产“带押过户”。完善水、电、气保障调度机制，降低企

业用能成本。〔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能源产业局、

市国资委，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三）夯实干部人才支撑。充实园区管理人才，强化机构编

制保障，在人员配备上予以加强，对敢为善为的干部进行优先提

拔。实施高效精准的引才政策，支持“带指标、带政策”靶向引育

高层次人才。落实园区企业用工补助政策，拓宽就业供需渠道，

全力保障企业用工需求。〔牵头单位：市委组织部、市委编办、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园区

管委会〕 

（四）完善运营管理机制。坚持园区市场化发展方向，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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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会+公司”园区管理运营模式。支持园区行政审批事项下放，

制定园区发展赋权清单，扎实推行“一单管理、一窗办理”，加快

推进达州高新区集成授权改革试点。〔牵头单位：市委编办、市

委改革办、市国资委、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以制造业领导小组名义成立工业园区

高质量发展三年提升行动工作专班，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研究协

调解决项目招引、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园区建设等重大问题。 

（二）强化发展评价。科学制定工业园区综合评价办法，每

季度、每年度对工业园区开展评价，对评价排名全市前列的工业

园区在政策、资金、要素保障等方面予以倾斜。每季度开展园区

拉练比拼活动，推动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三）守住发展底线。坚决守好安全、环保两条底线。围绕

“碳达峰”“碳中和”，积极创建国省级绿色园区。强化园区安全生

产，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在年度评价中，严格实行安全环保

一票否决机制。 

 

附：1．达州市工业园区产业发展一览表 

2．达州市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三年提升行动评价办法 

3．达州市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三年提升行动目标任务表 

4．达州市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三年提升行动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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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园区名称 产业定位 发展方向 

达州高新区 

主导产业 

能源化工 重点发展天然气精细化工、磷化工、锂电新能源 

先进材料 重点发展玄武岩纤维、碳纤维等高性能纤维 

电子信息 重点发展新型显示、元器件 

特色产业 

数字经济 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先进存算 

低空经济及无人机 重点发展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达州东部 

经开区 

主导产业 

能源化工 
重点发展绿色煤焦化工和钢焦耦合能源化工、盐卤

化工 

先进材料 重点发展钢铁材料及配套产业、化工新材料 

特色产业 新型储能 重点发展钠电、锂电、钒电储能 

普光经开区 

主导产业 

能源化工 重点发展天然气精细化工、硫化工、锂钾综合开发 

先进材料 重点发展微玻纤新材料、金属新材料 

特色产业 清洁能源 重点发展新型储能 

通川经开区 

主导产业 

农产品加工 重点发展肉制品精深加工、调味品及配料、预制菜 

医药健康 重点发展中药材加工、医药器械生产 

智能装备制造 重点发展新型建材装备、检测检验装备等方向 

特色产业 新型储能 重点发展绿色氢能 

大竹经开区 主导产业 

智能装备制造 重点发展橡胶软管、新能源汽车配套 

电子信息 
重点发展光学薄膜、电源适配器等智能终端 

电子元器件 

轻纺鞋服 重点发展苎麻制品、鞋服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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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名称 产业定位 发展方向 

特色产业 新型竹产业 重点发展竹纤维、竹浆纸、竹缠绕 

渠县经开区 

主导产业 

食品轻纺 
重点发展酿造加工、饲料加工，纺纱、织布、印染

水洗、鞋服加工、户外纺织服装等 

智能装备制造 
重点发展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智能穿戴

等 

绿色建材 重点发展新型建筑材料 

特色产业 纸制品 重点发展竹浆纸生产 

万源工业 

园区 

主导产业 

农产品加工 
重点发展黑鸡加工、茶制品加工、中药材加工、 

食品制造 

先进材料 重点发展非金属矿物制品 

特色产业 清洁能源 重点发展风光发电、新型储能 

开江工业 

园区 

主导产业 

电子信息 重点发展电子元器件、玻璃盖板、接线端子 

智能装备制造 重点发展绝缘材料、设备制造 

农产品加工 重点发展水产、豆制品、粮油加工 

特色产业 新型材料制造 重点发展钠离子正负极材料和钠离子电池 

达川百马产

业新区 

主导产业 

能源 重点发展热电联产循环经济 

智能装备制造 重点发展丘陵山区现代农机装备 

特色产业 清洁能源 重点发展电力及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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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为切实发挥园区主引擎、主战场作用，营造全市工业园区比

学赶超浓厚氛围，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价对象 

达州高新区、达州东部经开区、通川经开区、普光经开区、

大竹经开区、渠县经开区、万源工业园区、开江工业园区、达川

百马产业新区。 

二、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由明确定位、集链成群、企业招引和培育、基础承

载、科技创新、营商环境和加分七个部分组成，具体指标如下。 

1．明确定位指标（2 分） 

包含产业规划 1 项指标。 

2．集链成群指标（38 分） 

包含规上工业总产值、产业发展、“链主企业”培育、“链主

企业”配套发展 4 项指标。 

3．企业招引和培育指标（19 分） 

包含企业招引、企业培育 2 项指标。 

4．基础承载指标（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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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固定资产投资、标准厂房、绿色环保、土地利用 4 项指标。 

5．科技创新指标（10 分） 

包含当年新增有效高新技术企业、有效专精特新企业、企业

技术中心和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当年研发投入强度 4 项指标。 

6．营商环境指标（6 分） 

包含优化政务服务 1 项指标。 

7．加分 

本考核实行加分制度，主要针对当年内园区发生的相关事项

进行加分，其中加分不超过 5 分，同一事项加分以最大分值计算。 

三、评价组织和运用 

工业园区评价工作分为季度评价和年度评价，由工业园区高

质量发展三年提升行动工作专班牵头，会同市级相关责任部门通

过资料审核、现场查验等方式进行，并将评价结果报领导小组组

长，园区的季度评价结果作为工业经济季度考核的重要板块，占

比考核得分权重 70%。凡评价年度内工业园区发生重大安全生产

事故、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或其他重大负面影响的，取消各县（市、

区）工业园区评先选优资格。 

四、工作要求 

1．评价组织部门（单位）要严守考核纪律，实事求是反映

被评价地区的工作开展情况，确保过程公平公正，结果客观真实。 

2．各园区要对照各项评价指标，加大各项工作的推进力度，

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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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单位：亿元、户、个、% 

序号 目标任务 年份 
达州 

高新区 

达州东部

经开区 

通川 

经开区 

普光 

经开区 

大竹 

经开区 

渠县 

经开区 

万源 

工业园区 

开江 

工业园区 

达川百马

产业新区 

1 
规上工业企业

数量 

2024 134 14 62 99 72 97 12 52 22 

2025 137 16 64 107 76 101 14 54 23 

2026 141 20 67 111 80 105 17 57 26 

2027 147 25 71 116 85 110 20 61 30 

2 
规上工业总 

产值 

2024 240 5 48.3 332.9 87.1 120.4 21 14.6 8.5 

2025 280 280 55 400 100 135 23 15 10 

2026 380 350 65 500 120 155 27 20 12 

2027 600 600 75 700 150 190 32 25 20 

3 

主导产业产值

占园区产值 

比重 

2024 62.9% 18.5% 49.5% 78.9% 73.9% 58.5% 22.1% 41.4% 32.3% 

2025 65% 90% 50% 80% 75% 60% 25% 42% 35% 

2026 70% 90% 55% 80% 80% 65% 30% 45% 40% 

2027 75% 90% 60% 80% 80% 70% 40% 5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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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目标任务 年份 
达州 

高新区 

达州东部

经开区 

通川 

经开区 

普光 

经开区 

大竹 

经开区 

渠县 

经开区 

万源 

工业园区 

开江 

工业园区 

达川百马

产业新区 

4 营业收入总量 

2024 360 8 65 380 100 150 28 20 10 

2025 470 400 75 620 140 190 35 25 15 

2026 650 600 100 780 170 220 45 30 20 

2027 1000 1000 130 1000 220 270 60 50 30 

5 

新增市级及以

上先进制造业

集群（产业新

赛道）数 

2024 0 0 0 0 0 0 0 0 0 

2025 1 1 1 1 1 1 0 0 0 

2026 1 1 1 1 1 1 0 0 0 

2027 1 1 1 1 1 1 1 1 0 

6 

新增省级以上

研发机构和平

台数 

2024 12 0 2 3 13 10 0 1 0 

2025 1 0 0 1 0 1 1 0 0 

2026 1 1 1 1 1 1 1 1 0 

2027 1 1 1 1 1 1 1 1 0 

7 研发投入强度 

2024 0.60% 0% 0.20% 0.50% 0.21% 0.42% 0.21% 0.50% 0.54% 

2025 0.70% 0.22% 0.21% 1% 0.22% 0.60% 0.31% 0.52% 0.56% 

2026 0.80% 0.30% 0.23% 1.50% 0.22% 1.00% 0.35% 0.54% 0.58% 

2027 1% 0.40% 0.24% 2% 0.23% 1.50% 0.41% 0.56%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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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目标任务 年份 
达州 

高新区 

达州东部

经开区 

通川 

经开区 

普光 

经开区 

大竹 

经开区 

渠县 

经开区 

万源 

工业园区 

开江 

工业园区 

达川百马

产业新区 

8 
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 

2024 166 79.5 28 115 20 35 3.85 2.27 10 

2025 249 95.4 35 126 23 38 4.5 2.5 12 

2026 300 114.48 40 138 30 42 5 2.75 15 

2027 350 137.38 45 151 40 45 5.5 3.02 20 

9 

新增总投资额

2000 万以上的

竣工项目数 

2024 15 11 14 17 20 15 11 14 7 

2025 13 13 11 13 11 11 8 10 10 

2026 15 15 11 15 12 12 8 10 10 

2027 17 15 12 15 12 12 8 10 10 

10 
进出口 

总额 

2024 35 1.9 1.1 1.26 2 1.05 0.005 0.5 1 

2025 36.5 10 1.5 1.45 2.16 1.15 0.006 0.7 1.2 

2026 37 15 2 1.67 2.33 1.25 0.007 0.9 1.5 

2027 37.5 20 2.5 1.82 2.6 1.35 0.008 1 2 

备注：1．研发投入强度：指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的费用占企业总收入或总支出的比例。 

2．市级及以上先进制造业集群（产业新赛道）数、省级以上研发机构和平台数、总投资 2000 万以上的竣工项目数，指当年新增

数量。 

3．进出口总额：企业实际输出和实际输入我国国境的货物总金额。 

4．以上 10 项目标任务为工业高质量发展季度考核园区部分指标，总分 100 分（每项各占 10 分，按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率得分），

占比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季度考核得分权重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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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细则 
材料确认

部门 

明确定位 

（2 分） 

产业规划 

（2 分） 

符合上位规划定

位清晰 

（2 分） 

编制园区产业发展规划且当年度

新签约企业符合产业定位和上下

游产业链，若当年度每增加一户不

符合扣产业定位和上下游产业链

0.2 分，扣完为止。 

市经信局 

集链成群 

（38 分） 

规上工业总产

值 

（16 分） 

规模（亿元）（8

分） 

完成当年度目标任务 100%得满

分，完成 60%（含）-100%（不含）

按比例得分，低于 60%不得分。 

增速（%）（8 分） 按增速排位，依次递减 0.3 分。 

产业发展 

（8 分） 

主导产业产值占

园区产值比重

（%）（4 分） 

按当年度目标任务的完成率得分。 

特色产业产值增

速（%）（4 分） 
按增速排位，依次递减 0.2 分。 

“链主企业”培

育 

（9 分） 

数量（个）（9 分） 

按当年度培育链主企业 1 户的得 3

分，2 户得 6 分，3 户及以上 5 户

以下得 9 分，未培育不得分。 

“链主企业”配

套发展 

（5 分） 

数量（个）（5 分） 

“链主”企业至少有 2家配套企业得

5 分，低于 2 户不得分，高于 2 户

每增加 1 户得 1 分，最高不超过 3

分。 

企业招引

和培育

（19 分） 

企业招引（投资

额度 2000 万元

以上的工业项

目纳入认定范

围）（14 分） 

招引企业实际投

资额度和增速（9

分） 

当年度招引企业实际投资额度占

4.5 分，按实际投资额度排位依次

递减 0.2 分；招引企业实际投资额

度增速占 4.5 分，按增速大小依次

递减 0.2 分。 

市经济合

作和外事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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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细则 
材料确认

部门 

企业招引

和培育

（19 分） 

企业招引（投资

额度 2000 万元

以上的工业项

目纳入认定范

围）（14 分） 

当年新竣工项目

升规入统个数和

增速（5 分） 

当年新竣工项目升规入统个数占
2.5 分，按升规入统个数排位依次
递减 0.1 分；当年新竣工项目升规
入统个数增速占 2.5 分，按增速大
小依次递减 0.1 分。 

市经信局 

企业培育（5分） 
新升规入统企业

贡献率（5 分） 
按贡献率大小排位，依次递减 0.2分。 市经信局 

基础承载 

（25 分） 

固定资产投资 

（5 分） 

投资额（亿元） 

（5 分） 

完成当年度目标任务 100%得满
分，完成 60%（含）-100%（不含）
按比例得分，低于 60%不得分。 

市发展改

革委 

标准厂房 

（5 分） 

累计标准厂房建

成面积（平方米） 

（2 分） 

按建成面积大小依次递减 0.1 分。 

市经信局 

入驻率（%） 

（3 分） 

园区标准厂房企业入驻率超过
90%（含）得满分，80%（含）-90%

（不含）按比例得分，低于 80%得

1 分。 

绿色环保 

（5 分） 

规划环评（1 分） 

按规定编制规划环评并取得审查
意见或按要求开展跟踪评价得 1

分，未按规定编制规划环评或未按
要求开展跟踪评价不得分 

市生态环

境局 

绿色标杆企业 

（2 分） 

按园区内绿色标杆企业数量排位
依次递减 0.1 分。 

市经信局 

规上工业单位增

加值能耗（2 分） 

按园区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
由低到高依次递减 0.1 分。 

市统计局 

土地利用 

（10 分） 

工业用地标准地

供应率 

（4 分） 

工业用地 100%全覆盖按照标准地
供应的得 4 分，70%（含）-100%

（不含）供应的按比例得分，低于
70%的不得分 

市自然资

源规划局 

工业园区批而未

供和闲置土地处

置率（3 分） 

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率超过
省市阶段性目标任务 30%的得 3

分，达到阶段性任务目标的得 2

分，未达到目标任务的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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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细则 
材料确认

部门 

基础承载 

（25 分） 

土地利用 

（10 分） 

亩均投资强度 

（3 分） 

亩均投资强度大于 200 万元/亩的

得 3 分，100-200 万元/亩的得 2 分，

低于 100 万元/亩的不得分 

 

科技创新 

（10 分） 

当年新增有效

高新技术企业

（2 分） 

总量（个）（2 分） 按数量多少依次递减 0.1 分。 市科技局 

当年新增有效

专精特新企业

（4 分） 

总量（个）（4 分） 按数量多少依次递减 0.2 分。 市经信局 

当年新增企业

技术中心和技

术创新示范 

企业 

（2 分） 

总量（个）（2 分） 按数量多少依次递减 0.1 分。 市经信局 

当年研发投入

强度 

（2 分） 

投资额（亿元）（2

分） 

完成当年度目标任务 100%得满

分，完成 60%（含）-100%（不含）

按比例得分，低于 60%不得分。 

市科技局 

营商环境 

（6 分） 

优化政务服务

（6 分） 

建立完善线上线

下服务平台（2分） 

做到“园区事园区办、企业事网上

办”得 2 分，未做到不得分。 市发展改

革委 

市经信局 

市政管局 

惠企政策兑现 

（2 分） 
按政策兑现率得分。 

企业帮扶（2 分） 
根据解决问题成效按排名依次递

减 0.1 分 

加分 

（不超过

5 分） 

链主企业培育 - 
当年度培育链主企业 5 户及以上

的，每新增一户加 2 分。 

市经信局 

市财政局 

新增产值超 10

亿企业 
- 

按当年度每新增一个产值超 10 亿

元的企业加 2 分。 

上市企业培育 - 

在沪深北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的企业、在境外主要资本

市场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企业

（含采取红筹方式上市的企业）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

板）挂牌的企业，每新增 1 家，分

别加 6 分、4 分、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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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细则 
材料确认

部门 

加分 

（不超过

5 分） 

产业集群培育 - 

当年内认定一个省级先进制造业

产业集群加 1 分，1 个新兴产业 

（或产业新赛道）纳入省上培育 

加 1 分。 

 

备注：1．链主企业指在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通常具备技术及品牌优势，

具有行业话语权和产业链带动能力（此处指产值 10 亿元以上、带动上下游

产业链配套企业 2 家以上的企业）。 

2．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综合能耗：规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与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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