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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
行动方案（2022-2025 年）

（征求意见稿）

许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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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决策精

神，落实《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行动方案（2022—

2025 年）》，培育我市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

平，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按照“解放思想、拉高标杆、奋勇争先、更加出彩”的要求，

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攻方向，突出“项目为王”导向，做

优做强优势主导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

来产业，实施创新兴链、数字融链、转型延链、多元稳链、开

放补链、生态畅链“六大行动”，努力实现产业链、创新链、

供应链、要素链、制度链深度耦合，加快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

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动产业由传统块状分布到现代集群协

同转型，形成一批省内领先、国内知名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为

经济强市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二）主要目标

——集群能级显著跨越。重点培育 6 个重大先进制造业集

群，其中千亿级 4 个、500 亿级 2 个，力争形成 2—3 个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打造16个左右现代化产业链，

先导布局 3 个未来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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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提速换挡。省级研发平台达到 300 家以上；

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600 家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 1000 家左

右，重点集群创新能力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产业链条协同有力。集群产业链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安全化建设达到先进水平，产业链上

下联动、循环畅通、配套升级的良性发展态势基本形成，产业

链韧性和实力迈上新台阶。

——集群生态持续完善。集群内大中小企业实现融通共赢

发展，产业链与创新链、供应链、要素链、制度链深度耦合，

集群和链条要素供给保障更加有力，集群营商环境达到全国一

流水平。

二、培育重点

按照“一群多链、聚链成群”的原则，围绕先进制造业体

系建设，加快培育千亿级、500 亿级战略支柱产业集群、16 个

现代化产业链。

（一）装备制造集群。做强电力装备千亿级优势产业链，

坚持“立足基础、突出重点、特色主导、错位发展”，形成核

心电力装备产业集群、一次和二次特色电力设备生产基地、配

套部件集群错位发展的产业格局。做大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链，

聚焦智能关键基础零部件、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智能电力

装备、智能成套装备等重点领域，积极发展以集成化、信息化、

绿色化、成套化为核心的智能制造装备。到 2025 年，产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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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2500 亿元，建成具有国内影响力的特色装备制造基地。

（二）新型材料集群。打造超硬材料产业链，巩固人造金

刚石优势，大力发展宝石级金刚石、高导热高透光率多晶金刚

石等，推动宝石级金刚石在珠宝首饰领域应用，引导产业链向

终端消费市场延伸。做强硅碳新材料产业链，充分利用我市煤

焦化产业基础优势，加快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做大做强高端晶

硅材料、高端碳材料、气凝胶材料等三大先进材料，初步构建

产业链条完整、技术优势明显、规模效应突出的现代产业体系。

到 2025 年，产业规模达到 1500 亿元，打造许昌市新材料产业

新亮点、新优势。

（三）电子信息集群。壮大 5G、半导体材料及器件、新型

显示和智能终端、智能传感器产业链，加快培育集成电路、光

通信、汽车电子等产业链，通过狠抓基础支撑、生产制造、场

景应用三个产业发展重点，构建以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链式聚

集、行业之间相互支撑的集群格局。积极布局新一代人工智能

（类脑智能）。到 2025 年，产业规模达到 1500 亿元，努力建

成全省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新高地。

（四）节能环保集群。做强节能环保装备产业链，重点发

展高效节能装备产品、先进环保装备和材料、资源循环利用装

备产品。推动资源再生综合利用产业链发展，完善再生金属资

源的回收体系，重点发展再生不锈钢、再生铝、再生铜和再生

镁及精深加工制品，建成国内重要的再生金属产业发展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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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光伏及风电产业链发展，进一步做强多晶硅、石英坩埚、

光伏辅材、单晶硅片、太阳能电池组件、光伏产品这一完整的

新能源产业链条。进一步做强风电装备产业，前沿布局氢能与

储能未来产业链。到 2025 年，产业规模达到 1500 亿元，打造

全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节能环保特色产业集群。

（五）汽车制造集群。完善整车及零部件产业链，把发展

新能源及网联汽车作为汽车产业提档升级的优先方向，聚焦零

部件、整车、配套服务、科技创新等产业链关键环节和领域，

着力提升新能源整车产能利用水平和产品品质、零部件集群规

模和特色优势，增强产业链配套和创新能力。到 2025 年，力争

产业规模达到 500 亿元，建设具有特色优势的汽车制造产业集

群。

（六）生物医药集群。培育生物医药（含现代中药）产业

链，聚焦化学药、中医药、医疗器械、健康服务等重点领域，

着力突破产品研发、转化、制造等关键环节，以企业培育、平

台建设、项目引进为抓手，着力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到 2025 年，

产业规模达到 500 亿元，加速形成许昌市经济新支柱。

三、主要任务

按照“锻长板与补短板相结合”的原则，实施“六大行动”，

提升重点集群、产业链核心竞争力。

（一）创新兴链行动。提高产业集群创新能力，完善以企

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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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等，培育新型研发机构，组建

企业创新联合体。培育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独角兽”

企业等。根据国家、省发布的“四基”（工业领域关键基础材

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

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清单，在电力装备等具有较强研发优势的

领域，引导企业加大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力度，支持龙头企业围

绕关键核心技术开展研发创新。鼓励集群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加快新品研发。完善首台（套）、首批次政策，支持核心基础

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推广应用。

（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财政

局）

（二）数字融链行动。发挥数字赋能作用，推广智能制造

模式，提升集群产业链融合发展水平。加快推进 5G 技术创新，

抢占研发创新高地，紧跟 5G 网络建设，推动 5G 应用关键技术

研发，推进 5G 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智能传感、人工智

能等技术融合，打造出“5G+集成应用”的研发创新基地。全域

化推广智能制造，加速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的完善与

推广，与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加快先进制

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积极创建

国家级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试点示范企业（项目、平台等），

打造一批 5G、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责任单位：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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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型延链行动。加快技改提升，促进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实施工业企业绿色化改造，有效提升工业企业污染治理

水平。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推动传统产业集群升级改造；

推广应用高效节能新技术、新产品、开展高耗能设备系统节能

改造；支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大幅提升清洁生产整体水平；打

造全链条的绿色制造体系，创建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环

保引领企业。推动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加快静

脉产业园、襄城县煤焦化循环经济产业园、许昌（魏都）循环

经济产业园建设。推动传统产业集群向终端、高端环节延伸，

加快节能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积极创建硅碳新材料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

改革委、生态环境局）

（四）多元稳链行动。积极培育制造业头雁企业、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打造一批“链主”企业。开展“隐形冠军”企

业培育，引导企业长期专注于细分产品市场的创新、产品质量

提升和品牌培育，打造一批“隐形冠军”企业。持续开展企业

促成长活动，引导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形成一大批“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提高产业链和供应链本地配套率，推广“整

机+配套”“原材料+制成品”等产业链模式，提高产品本地化

配套率，构建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为大企业注

入活力的融通发展新格局。（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发展和改革委、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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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放补链行动。强化集群产业链式招商，绘制集群

重点产业链招商图谱，以德国、瑞士、日本、韩国为重点，围

绕智能制造装备、新型材料、环保装备、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

产业合作对接活动，建设中德（许昌）中小企业合作区、中德

（许昌）产业园，深度谋划项目、编制招商专案，落实专班专

人、跟踪对接，量体裁衣、靶向施策。利用中国河南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中国（郑州）承接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等平台，

加强与央企、世界和国内 500 强企业、行业 100 强企业的交流

合作，强化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引进与落地。对

引进的重大补短板项目、平台、人才，按照“一事一议”方式

给予重点支持。（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工业和信息化局、科

技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六）生态畅链行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畅通供应

链、保障要素链、完善制度链，构建集群产业链生态圈。发挥

“许昌英才计划 2.0”政策导向作用，引进创新创业团队、高层

次人才。推动产业融合，深化校企合作，促进校企互动，共建

专业学院、实验室、实训基地，加大紧缺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

建设市金融共享服务平台，全面打造智慧金融服务体系。引导

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知识产权质押、应收账款抵押贷款、供应

链金融等多元化融资服务。全面推进“亩均论英雄”应用和开

发区“二次创业”，聚焦特色优势和高端高新产业优化设置主

导产业，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深入推进“放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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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持续推动“万人助企”专项行动，切实解决企业遇到的

问题，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科技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金融工作局、自然资源局、发

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局、工商联）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实施。市制造强市建设领导小组要统筹推

进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作。实行“群链长制”和“盟会长制”，

由市长担任总群链长，每个集群由 1-2 名市级领导担任群链长，

相关市直单位为群链长责任单位；组建重点产业链联盟，每个

重点产业链设立盟会长单位，由相关龙头企业或协会等担任。

实行工作例会和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

中的重大事项和问题。

（二）突出“项目为王”。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项目为

王”，围绕重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千亿级产业链，制定重大项

目、关键协同配套项目和补短板项目清单，按照“三个一批”

（集中签约一批，集中开工一批，集中投产一批）工作要求，

强化要素保障，抓好滚动实施，加快聚链成群，提升集群竞争

力。

（三）强化政策引导。利用现有产业政策、专项扶持资金

等，着力支持集群和产业链重点企业、项目、载体平台等。引

进省级各类产业基金，加快我市产业发展基金设立，破解集群

发展中的项目资金难题。优先支持电力装备产业集群、节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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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产业集群、硅碳新材料产业集群建设，鼓励各地根据自身产

业基础培育发展优势产业集群、打造特色产业链条。

（四）形成推进合力。实行市县联动、统筹推进工作机制。

各地要高度重视重点产业链发展工作,建立相应的联动工作机

制,成立工作专班,加大推进力度,抓好工作落实；各有关部门要

明确分包领导,细化任务措施,严格责任落实,加快推进工作。大

力培育集群促进机构，积极发挥各类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作

用。加强对先进典型和经验做法的交流推广与 宣传报道，营造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浓厚氛围。

附件：1.许昌市先进制造业集群及重点产业链表

2.许昌市市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产业链群链

长制和盟会长制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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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许昌市先进制造业集群及重点产业链表

序号 重大集群 重点产业链

1 装备制造
电力装备产业链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链*

2 新型材料
超硬材料产业链

硅碳新材料产业链

3 电子信息

5G 及先进计算产业链

半导体材料及器件产业链

新型显示和智能终端产业链

智能传感器产业链

新一代人工智能（类脑智能）产业链*

4 节能环保

节能环保装备产业链

资源再生综合利用

光伏及风电产业链

氢能及储能产业链*

5 汽车制造
整车及零部件产业链

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

6 生物医药 生物医药（含现代中药）产业链

备注：标*为拟培育的未来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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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许昌市市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产业链群链

长制和盟会长制实施方案

为推动《许昌市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行动方案（2022—

2025 年）》目标任务落实，着力打造我市先进制造业集群，经

市政府研究同意，决定建立市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产业链群

链长制和盟会长制（以下简称“双长制”），具体如下。

一、工作职责

设立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产业链总群链长，由市政府主要

领导担任。每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产业链设立群链长，由 1-2

名市级领导担任。每个重点产业链设立群链长责任单位 1 个，

由相关市直单位担任；设立盟会长 1-2 个，由市内在该链条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企业、联盟或协会担任，具体职责分工如下。

（一）群链长职责

总群链长负责总揽全市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产业链培育工

作。

各群链长负责以下工作：

1.组织开展产业发展研究，推动集群能级晋档升级。组织

相关科研机构、群链长责任单位、盟会长等单位，开展集群发

展方向，创新链、供应链等“五链”深度“耦合”等重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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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研究，推动分包联系集群发展能级提升，积极创建国家级

先进制造业集群，全力打造具有突出竞争优势的制造业集群。

2.深入掌握产业发展情况，组织拟订相关支持政策。加强

重点集群产业链调研，深入掌握集群产业链国内外发展现状与

态势，全面掌握分包联系集群重点产业链情况，组织研究制定

相关规划、工作方案及相关扶持政策，积极争取上级相关产业

政策等。

3.组织编制集群产业链图谱，全面梳理相关清单。组织群

链长单位、盟会长单位编制集群重点产业链图谱，编制重点产

业链招商、创新、项目等方面的清单。

4.补齐产业链条薄弱环节，协调解决实际问题。对标对表

清单，梳理集群产业链的“堵点”“痛点”“难点”和短板弱

项，强化问题协调解决，着力补短板、锻长板，推动五链深度

耦合，营造良好的集群发展生态，推动集群产业链培育目标的

实现。

（二）群链长责任单位职责

群链长责任单位在群链长指导下，重点负责以下工作：

1.牵头具体开展相关工作。加强集群重点产业链调研，摸

清底数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牵头研究拟订产业集群发展工作

方案等；牵头拟订相关产业政策，并按照职责落实国家相关产

业政策；加强重点产业链的运行监测。

2.牵头梳理产业链图谱及清单。编制集群重点产业链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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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相关部门研究梳理重点产业链清单，积极协调清单中问题

事项，对需统筹协调解决的事项与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提出

相关工作建议，提交群链长研究协调解决。

3.牵头落实重点工作事项。积极推动相关问题的协调解决

与落实，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做好产业链招商、龙头企业培育、

重点项目推进实施、关键创新平台建设等工作事项；牵头督导

跟进重点工作事项落实等。

4.协调盟会长单位开展工作。指导协调盟会长单位开展各

项延链补链强链活动，加强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对接，推动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共赢发展。

（三）盟会长单位职责

1.协助开展相关工作。发挥业内人员优势，组建重点产业

链联盟，协助群链长、群链长责任单位开展产业链调研等相关

工作，积极参与先进制造业集群相关规划、工作方案及产业政

策的研究拟订工作，提出相应的决策参考意见及建议。

2.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发挥好产业链联盟的影响力和带

动力，遵循市场发展规律，积极搭建上下游企业供需对接平台，

主动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对接活动，协同破解产业链供应链技术、

融资、绿色发展、转型升级等瓶颈制约与共性难题，着力延链

补链强链，推动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融通共赢发展。

3.促进产业链企业自律。主动维护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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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益，依法合规主动护链稳链，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

与韧性；带头响应和落实相关国家、省产业政策，自觉承担应

尽的社会责任，树立和维护好盟会长和产业链联盟的良好社会

形象。

二、工作机制

（一）工作例会、专班负责机制。建立集群重点产业链相

关工作例会制度。建立总群链长半年工作例会制度，由总群链

长或委托其他群链长负责召集，每半年召开一次。建立群链长

季度工作例会制度，每季度召开一次。建立群链长责任单位按

月调度工作机制。建立决策咨询、专题研讨工作机制，由盟会

长单位根据需要召开。

（二）信息共享、问题协调机制。结合“万人助万企”活

动开展，建立问题收集机制，根据集群重点产业链的编制和相

关清单的梳理，及时收集集群产业链培育中的问题，分类建立

问题台账，作为聚力攻坚和协调解决重点。建立问题协调解决

机制，对个性重大问题，通过群链长例会、群链长责任单位例

会专题研究协调解决；对共性问题，通过建章立制或制定相关

政策“一揽子”进行解决；对紧急问题事项，随时快速予以解

决。落实“13710”工作要求，设立问题快速协调解决机制，提

高集群产业链重大问题协调解决时效。建立问题协调解决反馈

机制，坚持以“企业满意”为标准，通过问题企业情况反馈，

持续改进问题解决办法，确保问题解决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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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督导评价、定期通报机制。建立集群产业链重点工

作事项督导督办制度，重点督导总群链长、群链长工作安排部

署落实情况，清单中短板弱项攻坚工作推进情况，集群产业链

国家、省相关产业政策落实情况，企业反映各类问题协调解决

情况，其他单位及各县（市、区）相关工作推进情况等。

三、工作要求

各地要高度重视重点产业链发展工作，建立相应的联动工

作机制，各地可参照市“双长制”，建立健全辖区内优势集群

特色产业链相关工作推进机制，成立工作专班，加大推进力度，

抓好工作落实；各县（市、区）、市直部门要明确分包领导，

细化任务措施，严格责任落实,加快推进工作。

附件：许昌市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产业链“双长制”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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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许昌市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产业链“双长制”分工表

总群链长：刘涛

重点产业链 所属集群 群链长 群链长责任单位 盟会长单位

节能环保装备产业链
节能环保

王志宏

市发展改革委 河南大张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氢能及储能产业链* 市发展改革委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新一代人工智能（类脑智能）产业链* 电子信息 市发展改革委 黄河科技集团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资源再生综合利用
节能环保 卢希望

市发展改革委 河南鑫金汇不锈钢产业有限公司

光伏及风电产业链 市发展改革委 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电力装备产业链
装备制造 韩国全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许昌市电气行业协会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链*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许昌中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超硬材料产业链 新型材料 赵淑红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so.com/link?m=bQv0iis6339l3hA6MUncief1RKSka7j4zMufVmJ0AjfOEAOOvPdSCeGqfDefpBZaoopv+t4l+Of6+CAq0e9/W7puitAIr/nCIYcF5sNGxH/9AXkiwsYfa1JxWTjOswrIlJ6dtz57nUPWhfnDa+9egjcGvNtrhwm27Zp8vdTpbimSu3Mzxtf1UTwx4SMqdzFcoO7VRb6WrW+byBjjt2disx3gAeR360TlfGD9XYarSw7FTZSqVjny0LaeBicI=
https://www.so.com/link?m=bbELyqzsLYa6pFl3HUZAtixrwhScgoqlXXCmvbH9DlsiN6mzCMeB69N2oreeMqZ3TxowCbDGcSFUZR7s9CXHdY9wZBj+4fFzLT7MZ08cr2HF+TYH047X3IUHjnxsSS808DYRDieBkXmRvEIbltqkwtrKzq9c0TCbswbc0UW81MIYbpdSIH3vLjf/aaequoZKEzoLOmPJ27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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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标*为拟培育的未来产业链

硅碳新材料产业链 市发展改革委 河南硅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G 及先进计算产业链
电子信息 赵淑红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许昌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促进会

许昌市互联网协会

半导体材料及器件产业链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河南鸿昌电子有限公司

整车及零部件产业链
汽车制造 汤 超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河南森源重工有限公司

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 市发展改革委 河南森源重工有限公司

智能传感器产业链

电子信息 赵 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联桥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显示和智能终端产业链* 市发展改革委
黄河科技集团信息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含现代中药）产业链 生物医药 刘瑞红 市发展改革委 河南新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so.com/link?m=bTntYfvkowpL9h44BrPY0arB+FlQEUCXj1zR9QGNJYb2kn5myCZhHhPrL/OHH+kOQzMxK27rnZ4MnxnRhCR8TdNhuEN2ATplnA6lXLPVNPD4nnejoZiOfb/kp4gSPf78kCJIVxjUaapJnwllhpfAgdg==
https://www.so.com/link?m=bJYoWy+mmfAKFZ/bRIWhMxPaYHdFA/+k4moflAfA1mOiUGqC+xEgHSJEXmRwp1Yy2SFyIbvHJhv5Knw9bAkmQ6LbqQB0VDpPjkwEd41SgJKrKB/g+JOsNsyf7RzPOGbMS7YW0XoUZdKMGxHtetX8uWg==
https://www.so.com/link?m=bJYoWy+mmfAKFZ/bRIWhMxPaYHdFA/+k4moflAfA1mOiUGqC+xEgHSJEXmRwp1Yy2SFyIbvHJhv5Knw9bAkmQ6LbqQB0VDpPjkwEd41SgJKrKB/g+JOsNsyf7RzPOGbMS7YW0XoUZdKMGxHtetX8u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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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行动方案（2022-2025 年）》征求意见表
序号 单位名称 主要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理由

1 市生态环境局

《行动方案》第 6 页，（三）绿色提档行动中，

建议将“加快技改提升，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实施工业企业绿色化改造，有效提升工业企业污

染治理水平，实现污染物超低排放或近零排放”，

修改为“加快技改提升，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实施工业企业绿色化改造，有效提升工业企业污

染治理水平”。

采纳

《行动方案》第 6 页，（三）绿色提档行动中提

到“支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建

议结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十四

五”全国清洁生产推行方案>的通知》（发改环资

〔2022〕1524 号），考虑优化表述为“大幅提升

清洁生产整体水平”。

采纳

《行动方案》第 8 页，（六）生态荣链行动中提

到“限制发展并逐步退出高耗能、高污染企业”，

建议结合上级关于“两高”政策优化表述。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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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案》第 8 页，（六）生态荣链行动中提

到“实施环保差异化管控，确保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协同生产经营”，建议在该段中删除该句话，

并在第 6 页（三）绿色提档行动中增加“鼓励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生产经营”相关表述。

采纳

2 市商务局
（五）开放补链行动部分，责任单位建议加上各

县（市、区）管委会。
未采纳

市直部门对此项工作进行统

筹指导。

3 市财政局

材料第四部分，第三段，第 11页“（三）强化政

策引导。建立健全财政政策支持体系，加大对制

造业的奖励和补助力度。充分发挥国家、省级各

类资金的引导作用，设立市产业发展基金”。经

过对接，建议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行动方案（2021

—2025 年）的通知》，修改为“利用现有产业政

策、专项扶持资金等，着力支持集群和产业链重

点企业、项目、载体平台等。引进省级各类产业

基金，加快我市产业发展基金设立，破解集群发

展中的项目资金难题”。

采纳

4 市发改委 无意见

5 市科技局 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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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市市场监管局 无意见

7
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无意见

8 市金融工作局 无意见

9 市工商联 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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