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XXX（申报试点单位名称）省级
产业融合试点建设方案编制提纲

每个申报试点单位应立足自身实际，聚焦某一个或少数几个

领域，自拟产业融合发展主题，制定模式鲜明、亮点突出、路径

清晰、切实可行的试点建设方案。

一、申请试点单位概况

（一）申请试点单位基本情况

试点区域：概述行政区划、社会总体状况、产业结构、业态

分布等。

试点企业：概述所在地点、性质、成立时间、发展历程、涉

及领域、所处行业地位等。

（二）主要经济运行状况

试点区域：近三年 GDP、三次产业增加值及占比、主导产业

构成、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基本情况等。

试点企业：近三年营业收入和利润、上缴税收、资产负债等。

二、试点背景

（一）基础条件

1.试点区域：阐述已有的经济基础、政策措施和区位优势等，

以及依托现有产业结构、业态分布等，在产业融合方面已开展的

工作和取得的成效。

2.试点企业：结合自身条件和行业特点，阐述企业的行业影响

力、科技研发能力、产品市场占有率、高新技术成果转化能力、

平台建设、人才保障等方面的基础保障和优势条件，已开展的工



作和取得的成效。

（二）面临机遇

紧跟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数字赋能、构建新发展格局、优

化营商环境等新趋势，积极把握发展机遇等。

（三）存在问题

从机制体制、政策环境、要素保障、公共服务、市场主体等

方面，深入剖析推进产业融合面临的问题及难点。

三、试点工作思路及目标

（一）总体思路

聚焦自拟主题，把握融合方向，明确融合路径，突出融合重

点，提出符合自身融合基础和特色优势的战略定位，厘清未来 3

年开展产业融合总体思路。

（二）主要目标

1.总目标：阐述产业融合试点的总体考虑，提出通过试点工作

拟达到的总目标，包括预期达到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目标，在促进

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可能取得的创新突破等。

2.具体目标：在总目标下，逐项列出通过 3年拟达到的具体目

标。目标尽可能量化、可考核；确实无法量化的，应明确提出通

过先行先试，拟实现的具体创新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模式、

做法等。

四、试点工作任务

（一）申报试点区域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重点任务。

1.发展壮大融合发展领域

围绕重点领域，阐明任务和举措。

2.探索创新融合发展机制



主要包括创新市场监管、用地管理、要素配置、统计监测等。

3.大力培育融合发展主体

围绕平台型企业、龙头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等主体，阐明任务和

举措。

（二）申报试点企业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重点任务。

1.优化供应链管理

整合和优化供应链中的信息流、产品流、资金流，打造以客

户为中心、信息数据驱动的智慧供应链。

2.加强产学研融合

加强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合作，完善企业“研发+生产”运营

模式，发展以研发设计为核心的生产性服务业。

3.发展智能化制造

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加快制造业技术革新，推动传统制造

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型，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4.发展服务衍生制造及柔性化生产

应用大数据和互联网平台，构建产品销售反馈闭环系统，根

据销售状况逆向调整产品生产，提升自身市场响应效率。研发设

计企业与制造业企业嵌入式合作，提供需求分析、柔性制定等整

体解决方案。

5.发展制造衍生服务业

鼓励制造业企业延伸服务链条，发展衍生服务业，提升服务

业务产出比重，提供“生产+服务”的完整组合。

6.发展共享生产平台

通过互联网、卫星遥感等平台，推动数据共享及产能分享，

降低生产与交易成本，提升企业专业化、标准化、品质化水平。



五、试点进度

根据主要任务，制定年度推进工作计划，明确责任单位。

六、试点保障措施

组织保障，明确包括但不限于试点工作推进的工作机制，以

及人员安排等；政策保障，当地政府为促进试点工作已实施和拟

出台的政策措施等；资源要素保障，包括土地、资金、人才保障

等。

七、试点单位填报统计表

填报统计表分为区域、企业两类。试点区域填报附表 2，试点

企业填报附表 3。

八、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