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温政办〔2020〕93 号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入推进 

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 2.0 版的实施意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 2.0 版战略部署，深入实

施我市传统制造业重塑计划，加快推进制造业产业基础再造和产

业链提升，打好高质量发展组合拳，激发传统制造业新活力，重

塑民营经济新标杆，经市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对标建设“重要窗

口”新目标新定位，全面总结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 1.0 版成功经

验，进一步发挥我市传统制造业优势，以数字化、集群化、服务

化为重点，全力打造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 2.0 版，推进我市块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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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向产业集群转型，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加

快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 

（二）主要目标。到 2022 年，我市传统制造业与数字经济

深度融合，争创国家级传统制造业数字转型发展示范区、全省产

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示范区。传统制造业新增中国 500强企业 2家，

传统制造业研发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到 2.6%，亩均增加

值和亩均产值保持全省前 3，规上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达到 8%。 

——打造数字化转型示范。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驱动

传统制造业产业链和产业生态重塑，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水平位居

全省前列。到 2022 年，重点工业企业装备数控化率达到 67%以

上，重点工业企业工业设备联网率达到 52%以上。全面出清有关

法律法规和国家、省产业政策明令淘汰的落后产能。 

——打造服务化先行示范。制造业企业服务投入和服务产出

显著提升，重点行业服务型制造新模式全覆盖，共享制造有效推

进，产业链协同共享能力大幅提升，基本形成传统制造业与新兴

产业、数字经济领域新模式和新业态深度融合发展格局。到 2022

年，新增省市级特色工业设计基地（中心）40 家，省级特色工

业设计基地设计服务收入增长 10%以上，示范企业服务收入占营

业收入比重达到 30%以上。 

——打造集群化创新示范。围绕电气、汽车关键零部件、模

具等重点领域，掌握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产

业链核心技术，打造若干条链条完整且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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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韧性的优势产业链与特色产业链，促进传统制造业迈向价值

链中高端。到 2022 年，力争新增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试点

1 个，五大传统制造业总产值突破 5000 亿元，其中规上总产值

突破 2500 亿元。 

二、重点任务 

（一）加快数字化提升 

1.加快工业产品数字化提升。以五大传统制造业为重点，围

绕产业发展导向，支持企业自主开发、联合开发数字化融合新产

品，加强新型传感器、智能控制、物联网芯片等技术在产品中的

集成应用，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产品迭代升级。到 2022 年，在智

能装备、智能生活、智能家居等领域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智能化产品，传统制造业新产品产值年均增长 12%以上。（责任

单位：市经信局、市科技局，各县〔市、区〕政府、省级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 

2.加快制造方式数字化提升。加快传统制造业重塑步伐，大

力推进“千企智能化”深度改造，构建全产业链的智能化制造、数

字化管理新模式，在管理设计、生产制造、仓储物流等领域系统

性推广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工业机器人应用。鼓励企业开展自动工

段、智能产线、数字车间、智慧工厂的逐级改造提升，选树一批

示范“数字化车间”“智慧工厂”“最美工厂”，探索建设“未来工

厂”“透明工厂”。加快传统制造业绿色化转型，组织实施一批绿

色化改造项目，建成一批绿色示范工厂。到 2022 年，实现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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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全覆盖，实施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2000 个，

传统制造业新增应用机器人 4000 台，机器人密度达到 148 台/万

人，新增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 30 家、未来工厂 2 家、省级以

上绿色工厂 14 个。（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各县〔市、区〕政府、

省级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3.加快平台企业数字化提升。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

工程，支持平台企业实现研发、设计、制造、管理、商务、仓储、

物流、孵化等资源要素的在线化汇聚和平台化共享，建设一批高

水平行业级、区域级、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快建设 5G 网

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在新设施、新技术、新应用领域形成一批工

业应用场景。推进企业高水平上云、深层次用云，提升研发生产、

管理运营、业务创新效率和水平。到 2022 年，实现五大传统制

造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全覆盖，新增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10 个、

上云标杆企业 40 家、“5G+”工业应用场景 20 个，重点工业企业

5G 技术应用率达到 30%。（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各县〔市、区〕

政府、省级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4.加快产业基础数字化提升。加快模具产业集聚发展，对接

专业院士团队，为模具产业园提供技术支持，引进一批模具领域

数字化改造服务商，提升模具产业数字化生产水平。加快电镀产

业整合提升，实施都市区老旧电镀园区搬迁改造和县域电镀园区

对标提升，引进高端电镀企业、优质“三废”循环利用企业落户温

州，打造绿色化、数字化电镀园区。加快铸锻造产业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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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数字化服务供应商，建设以铸造为主、锻造为辅，兼具高压

阀门精密锻造及卫生级精密铸造为特点的铸锻造产业园，补强传

统制造业基础。（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市工业与能源集团、市

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区〕政府、省级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二）加快集群化发展 

1.打造高能级产业平台。按照“一园区一产业链一平台”模式，

加快全市开发区（园区）整合提升，提升园区循环利用水平、推

进循环生产模式、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打造“3+1”高能级战略

平台和一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新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地 1 个。实施“百园万企”建设提升行动，严格执行小微

园“十条刚性措施”，打造“小而专、小而高、小而好”的企业成长

和产业培育平台，争取每年建成投用小微企业园 20 个、数字化

园区 15 个、省级示范小微企业园（四星级以上）2 个，园区主

导产业保持 70%以上、容积率不低于 2.0。深化工业全域治理力

度，结合“亩均论英雄”改革、工业区块线保护、城市有机更新、

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低效闲置用地再开发等重点工作，在

中心城区内打造 16 个现代都市型工业园区，实现土地产出效率、

企业产出质量的显著提升，推动产业集聚向产业集群转型。（责

任单位：市经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商务局，各县

〔市、区〕政府、省级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2.强化产业链协同创新。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和“卡脖子”技术

攻关工程，滚动编制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清单、“急用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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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部署技术清单和前沿技术清单，通过“揭榜挂帅”，组织实施

一批供应链安全备份项目，对标开发国产替代产品。支持龙头（头

部）企业牵头组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体和产业创新联盟，依

托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等大型活动，加快技术成果产业对接转

化，构建全生命周期创新链。加快中国南方电网、极动力项目、

瑞浦能源电池、威马新能源汽车等具有温州特征的标志性产业链

构建，鼓励本地配套企业积极融入产业链协同创新体系。加大装

备首台套、材料首批次、软件首版次推广应用力度。到 2022 年，

五大传统制造业实现标志性产业链和头部（关键技术）企业全覆

盖，实施电气、汽车零部件、泵阀等传统制造业领域“卡脖子”

技术攻关项目 20 个，实施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 30 项，新认定省

级首台套产品 45 项、首版次软件 4 个，构筑形成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共同体 15 个，新增产业创新综合体 10 个。（责任单位：市

经信局、市科技局，各县〔市、区〕政府、省级产业集聚区管委

会） 

3.深化产业项目招引。推进产业链条化发展，聚焦进口依赖

领域，滚动更新产业招商地图，建立市县两级产业链强链补链延

链项目库，加强国内外产业合作，重点招引与传统制造业关联度

高的工业机器人、微电子、新材料、智能控制器以及系统软件开

发、工业工程服务等产业链高附加值企业、科技型企业和项目。

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协同建设嘉定工业区温州园、

温州（杭州）数字经济园区等一批产业合作“飞地”。完善重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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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要素保障和跟踪服务机制，实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五大传

统制造业每年各招引 20 亿元以上项目 1 个，其中电气、汽车零

部件项目超 50 亿元各 1 个。（责任单位：市投资促进局、市发展

改革委、市经信局，各县〔市、区〕政府、省级产业集聚区管委

会） 

4.推进企业梯度培育。构建大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格局，围

绕千亿级产业、百亿级企业培育目标，不断完善“雄鹰型”“领军

型”“高成长型”“单项冠军”“隐型冠军”“小升规”企业梯度培育机

制，紧盯增加值核算优势企业、亩均产出优质企业、新投产上规

企业等重点对象，通过资源优先倾斜、要素优先配置、问题优先

解决，培育一批引领未来竞争的重要新生力量和中坚力量。实施

科技企业“双倍增”行动计划，加快培育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

新技术企业。实施“凤凰行动”，加快企业股改上市。到 2022 年，

力争新增超 50 亿元企业 2 家、工信部“单项冠军”10 家、省级“隐

形冠军”培育企业 70 家，“小升规”企业 1000 家；传统制造业提

升为高新技术企业 200 家；新上市企业 10 家以上。（责任单位：

市经信局、市科技局、市金融办、市财政局，各县〔市、区〕政

府、省级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5.提升区域质量品牌。加强企业战略管理、组织管理、质量

管理、品牌管理，深入实施“标准化+”战略，加强标准专利制定，

超前部署一批重大技术标准，申请发明专利。实施区域产品差异

化发展战略，探索“产业联盟+区域品牌”协同建设机制，借鉴长



 — 8 — 

三角 G60 科创走廊，在深化鞋服两大产业联盟试点的基础上，

结合“G104 时尚走廊”规划的实施，打造时尚产业联盟，并同步

推进区域品牌创建，打响鞋业、服装、眼镜等一批时尚行业品牌

知名度，努力培育形成温州“时尚产业”区域品牌。深化“亩均论

英雄”改革和强制性标准实施，依法依规推动落后及低效产能企

业退出。到 2022 年，新增制定“浙江制造”标准 120 个、主导参

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200 个以上，传统制造业“品字标浙

江制造”企业 44 家，省政府质量奖 1 个，力争实现中国质量奖零

的突破。（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市经信局、市

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区〕政府、省级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三）加快服务化转型 

1.发展服务型制造。推进省市级特色工业设计基地（中心）

建设，引进培育一批智能化改造服务商和工业设计服务商，加强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应用，构建“设计+研发+用户体验”的创

新设计体系。继续办好“市长杯”工业设计大赛，提升工业设计服

务水平，推动一批优秀设计成果产业化。培育一批市场端大数据

企业，通过对消费需求的分析，促进制造端的供给侧改革。鼓励

支持企业依托核心产品，建设“硬件+软件+平台+服务”的集成系

统，为客户提供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推动传统制造业与现

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壮大工业电子商务、现代供应链、产业

链金融等新业态。到 2022 年，新培育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平台）10 家。（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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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市金融办、温州银保监分局，各县〔市、区〕政府、省级产

业集聚区管委会） 

2.培育共享型制造。推进共享制造平台建设，分行业培育发

展“平台接单、按工序分解、多工厂协同”的共享制造新模式。鼓

励支持有条件的工业园区和行业龙头企业围绕共享制造环节，集

中配置通用性强、购置成本高的生产设备，建设提供分时、计件、

按价值计价等灵活服务的共享制造车间（工厂）。创新资源共享

机制，鼓励制造业企业开放大型研发仪器设备、专业人才、仓储

物流、数据分析等服务，提升产业链协同共享能力，完善共享制

造发展生态。到 2022 年，建设具备共享制造能力的车间、工厂

20 家。（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人

力社保局，各县〔市、区〕政府、省级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3.拓展新型营销渠道。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支持企业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和跨境电

商平台建设，拓展多元化出口市场。加强产业链市场端数字化营

销渠道建设，积极参与浙江制造拓市场“春雷计划”“严选计划”，

培育一批本地优质电商企业，优先支持产业联盟内企业创建

C2M“超级工厂”，进一步推进制造企业去中间商，实现产销最大

化。培育一批产业直播机构、孵化一批网红品牌、培养一批网红

带货达人、建立一批产业直播基地，开展线上线下融合营销。到

2022 年，全市实现网络零售额 1600 亿元，实现跨境电商网络零

售（出口）160 亿元。（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经信局、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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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监管局，各县〔市、区〕政府、省级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统

筹负责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 2.0 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召

开工作推进例会，抓好协调服务、监督指导、试点示范等工作。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结合职责分工，研究出台支持措施，加强要

素保障，积极协调解决改造提升中的重大问题。各地要切实履行

主体责任、真抓实干，结合实际制定推进措施，健全工作推进机

制，狠抓落实。（责任单位：市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各县〔市、区〕政府、省级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二）强化要素供给。强化用地保障，每年新增工业用地 1

万亩以上，对符合省规定预支条件的制造业类重大产业项目，向

省争取预支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强化融资支持，协同促进国

开行制造业资金合作计划实施，优化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和产业

链供应链金融保障，确保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

平均增速。强化总量统筹，在项目用能和排污总量控制上，通过

全市统筹调剂，向重大项目倾斜。强化关键紧缺人才引育，滚动

更新“急需紧缺人才目录”，落实高校毕业生招引“510 计划”攻坚

行动，每年引进培育海内外各领域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 50 名以

上，工信领域中高级工程师 50 名以上。（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市金融办、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环境局、市委人才

办、市人力社保局、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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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策集成式改革，抓好惠企政策

延期优化，不断降低企业政策性成本和生产经营成本，每年为企

业减负 200 亿元以上。持续完善“三服务”“万名干部进万企”工作

机制，推动“帮企云”、企业码等服务平台迭代升级，企业问题化

解率保持 90%以上、满意率 90%以上。（责任单位：市经信局、

市科技局、市“三服务”办） 

（四）推进标杆示范。制定市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 2.0 版评

价指标体系，对各地省级分行业试点和改造提升工作开展综合评

价，并定期予以发布。根据评价结果，每年遴选一批转型路径明

确、提升成效明显、保障措施有力的县（市、区）为省传统制造

业改造提升标杆县（市、区），总结形成一批先进的经验做法。

（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市统计局、市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工作领

导小组其他成员单位，各县〔市、区〕政府、省级产业集聚区管

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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