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赣州市全南县一家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在线束成型车
间工作。近年来，全南县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稳步加快生产进度，保质保量完成相应订单。

（资料图）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
是实施“2+6+N”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行动计划的收官
之年。江西省工信厅将立足打造全国未来产业培育发展
高地目标，全力推动“2+6+N”产业规模上台阶、质量上水
平，奋力实现“2+6+N”产业既定目标，加快构建具有江西
特色的“四梁八柱”产业体系。

2023年1月31日 星期二

责编：许可 校对：滕嫣 电话：0791-8682189002版特别报道

强势激活“2+6+N”产业澎湃动能

江西谋划打造全国未来产业培育发展高地

自 2019 年 2 月江西省政府印发《江西省“2+6+N”
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3 年左
右）》以来，全省上下着力将计划变为行动，将设想转化
为现实，产业、集群、企业发展成效明显，“2+6+N”产业
梯次发展格局渐次成形，有力支撑了江西跻身新兴工
业大省行列。

产业实力明显提升。2022 年，全省电子信息产业
营业收入达10269亿元，万亿元产业实现“零的突破”，产
业规模达 2018年的 3倍，全国排位从第 10位跃升至第 4
位；有色产业营业收入 8217.3亿元，稳居全国第 1位，较
2018年增长 35.4%；装备制造业 2021年率先突破五千亿
元级，2022年营业收入 7496.1亿元；锂电新能源产业爆
发式增长，2022年营业收入 4065.1亿元，占规上工业比
重达8.4%；航空、半导体照明、物联网产业跃上千亿元级
台阶；VR产业规模扩张近 20倍、成为江西产业发展“新
名片”。其他产业规模也明显扩大。

集群水平明显提升。2022 年，全省省级（培育、特
色）产业集群达到 124个，其中过千亿元集群 5个，合计
营业收入有望突破 3.5万亿元，是 2018年的 2.2倍；赣州
市稀土新材料及应用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实现我省“零的突破”；全省开发区营业收入预计突破4.3
万亿元，较 2018年增长 66.7％，其中过千亿元园区 9个、
较2018年增加5个。

企业量质明显提升。市场主体大幅增加，2022年全
省规上工业企业超过1.6万家，较2018年净增4000多家；
其中百亿元企业 51户，较 2018年增加 30户。企业实力
显著增加，江铜集团营业收入突破5000亿元，新钢、江铃
集团迈入“千亿元俱乐部”，中国稀土集团成为首个总部
落户江西的央企。“专精特新”企业队伍持续壮大，累计
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10家、省级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 80家、省级专业化“小巨人”企业 353家、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579家。

工业地位明显提升。得益于“2+6+N”行动计划的
持续推进，江西新兴工业大省地位正式确立、夯实巩
固。2021年、2022年我省全部工业、制造业增加值先后
突破万亿元大关。2022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7.1%，列全国第 7位，连续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营
业收入、利润分居全国第 11位、第 10位，分别较 2018年
前进 2位、3位，工业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持
续增大，对就业、GDP、投资、研发等贡献分别达到 30%、
40%、50%、80%。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树牢“项目为王”理念，连续四年
实施工业领域“项目大会战”，2022年全省入库亿元及以上
工业项目4072个，较2018年增长19.8%；其中，投资20亿元
及以上项目 613个。深入开展招大引强“五大专项行动”，
依托世界VR产业大会、赣深赣港经贸合作等重大活动，大
力宣传推介“2+6+N”产业，比亚迪、吉利、国轩高科、格力
电器等企业在赣落地实施一批投资超百亿元大项目，宁德
时代在赣总投资 500亿元，创下我省单体投资最大产业项
目的历史记录。

梯次培育优强企业。梯次培育制造业优质企业群
体，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实施制造业领航企业培育
行动，遴选领航企业 60家、领航培育企业 95家，着力打造
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主导权的龙头企业；
纵深推进企业上市“映山红行动”，修订《江西省中小企业
促进条例》，密集出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服务政
策，深入开展企业特派员大走访行动、中小企业服务月等
专项活动，全面落实助企纾困解难政策，强力清理拖欠民
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现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环
境持续完善。

纵深推进稳链强链。在全国省级层面首创实施产业
链链长制，坚持“五链合一”有序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经
验做法获得国务院表彰。高效开展系列对接活动，累计签
订产销合作金额1.27万亿元、产融对接发放信贷超4000亿
元、引进人才3.3万名。全力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发布

我省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首批“白名单”企业，帮助 200多家
企业协调解决零部件、原材料断供问题，协调600多家企业
解决运输通行诉求。加大问题统筹协调力度，共收集办结
用工、用地、融资、审批等产业问题 3300多个；其中，2022
年全省共收集梳理“2+6+N”产业问题 1304 个，已办结
1275个，办结率97.8%。

加速集聚创新动能。推动国家虚拟现实创新中心、国
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中科院赣江创新研究院等重大
平台相继落地，累计培育省级产业技术研究院 17家、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 646家，发布两批次“赣出精品”255个。产
业链科技创新联合体加快组建，航空、先进装备制造、新能
源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攻关成果。全省综合科技创新
水平指数全国排位逐年提升。

加快促进转型升级。数字融合加速赋能，国家两化融
合度评价率先在江西试点，开通南昌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
联点，落地建设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江西分中心，开
通5G基站9万个左右，上云企业数突破20万家。累计推动
52606台（套）制造装备实现智能化管控，建设1636个数字化
车间（工厂），推动157个智能装备产品创新及应用，晶科能
源“资源动态组织”等 16个智能制造优秀场景进入国家名
单、数量居全国第四。产业绿色化进程不断推进，累计培育
绿色工厂144家、绿色园区37家。制定出台工业领域碳达
峰“1+4”实施方案，推动重点行业有序碳达峰，全省规模以
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大幅下降。

锚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实现“2+6+N”产业既定目标

2023年，锚定全面实现“2+6+N”产业既定目标，
加快构建具有江西特色的“四梁八柱”产业体系这一
任务，江西省工信厅将进一步对照目标任务，笃行不
怠、加压奋进，全面推动“2+6+N”产业规模上台阶、
质量上水平，

坚持目标导向，进一步做大总量。以全面完成
“2+6+N”行动计划既定目标为统领，对照各地、各产
业目标和各单位职责，认真分析差距短板，强化督导
落实，推动各地、各单位切实把抓产业、促发展的责
任扛起来、传下去，进一步形成稳产业、稳经济的强
大合力。

坚持转型升级，进一步做优存量。加快新技术、
新工艺、新设备应用推广，推进全省重点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发展。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做
优做强“一号发展工程”，实施企业上云、装备上网、生
产赋智，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坚持能级提升，进一步做新增量。加快新兴产
业创新发展、集群发展、开放发展，不断提升优势新
兴产业在行业中的话语权和对工业经济的贡献度，
形成更多新的产业增长极。

坚持创新驱动，进一步做强变量。强化企业创
新主体地位，推动重点产业骨干企业研发机构全覆
盖，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企业技术中心、产业研究院、
制造业创新中心共同参与的创新平台体系。实施关
键共性技术攻关专项，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
推动“临门一脚”关键技术产业化。

坚持优化环境，进一步做足能量。进一步完善链
长制问题办理、重点企业帮扶工作专班、企业特派员等
制度，促进产业链与供应链、创新链、资金链、政策链深
度融通，汇聚全省主攻工业、强攻产业的强大能量。

布局产业链群
打造全国未来产业培育发展高地

随着“2+6+N”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行动计划
进入收官之年，未来产业的发展也开始紧锣密鼓地
筹谋规划。1月 18日，江西省政府印发《江西省未来
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3—2035年）》，提出“三年
成体系、八年提能级、远期有竞争力”的目标和打造
全国未来产业创新培育发展高地的定位，为全省布
局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指明了方向。下一步，江西省
工信厅将突出重点抓实施，积极抢占未来产业发展

“制高点”。
建立细化目标任务清单。对照《江西省未来产

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3—2035年）》提出的目标任
务，制定规划实施分工方案，分行业、分领域建立目
标任务清单，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夯实规划实施责
任体系。同时，及时安排未来产业规划解读培训，进
一步明确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细化职责。

布局“3+3”未来产业链群。以创新思维推动未
来信息通信、未来新材料、未来新能源产业三大赋能
型未来产业取得突破；同时，推动未来生产制造、未
来交通、未来健康产业三大先导型未来产业做大做
强。针对不同产业发展，突出未来航空、功能食品等
优势细分领域，结合实施产业链链长制升级版，抓紧
制定实施未来产业培育发展三年行动方案，以“五个
一”机制（一个支撑责任部门、一个发展分工责任机
制、一揽子扶持政策措施和资源要素倾斜、一个培育
发展试点区域、一个发展支撑队伍），清单式、项目化
统筹推进未来产业创新培育发展。

启动一批先导试验区创建。围绕传统产业裂变
生长先导试验区、新兴产业接续衍伸先导试验区、未
来技术孵化培育先导试验区培育建设，年底前在全
省范围内遴选若干个试点市县进行培育突破，安排
要素资源支持先行先试、积极培育，力求为全省未来
产业培育发展提供思路路径借鉴。

（全媒体记者 储符琳 实习生 吴雨欣）

“2+6+N”产业发力
江西跻身新兴工业大省行列

坚持“五链合一” 出实招优化“2+6+N”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