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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另外，玉门部分主导产业与周边地区产业具有同

构化的特征，受到周边地区的直接威胁，如煤化工受到

来自张掖的竞争，石油化工受到来自兰州的竞争。

4、企业科技研发能力不强，自主创新能力缺乏

一 是 科 技 研 发 人 才 相 对 缺 乏 。 一 方 面 人 才 总 量 不

足 ， 结 构 与 布 局 不 合 理 ， 部 分 企 业 反 映 招 工 难 ， 工 人

“招不来、用不上、留不住”。另一方面，企业严重缺

乏自主研发创新人才，全市52户规上企业有硕士毕业生

的仅2户（玉门油田分公司和鲁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43

人，占全部研发人员614人的7%，普遍存在“三多三少”

的现象，即一般技术人员多，高、精、尖人才少，掌握

一般技术的人员多，掌握高新技术的人员少，高中以下

工人多，具备高等技术和能够独挡一面的人才少。二是

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弱。全市52户规上企业有研发科技活

动的仅11户，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20.8%，投入难

以保证，科技成果得不到转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

心竞争力的产品少，产品市场竞争力较弱。三是企业自

主创新平台缺乏。规上企业有研发机构的仅有3户，仅占

全部规上企业的5.8%，其他企业均没有研发机构。

以上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甘肃省乃至西部地区工业

园的一个缩影，制约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速度。

玉门市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对策建议

经过对国内先进工业园区成熟经验的深入学习，对

玉门境内三个工业园的广泛调研，现对玉门市化工工业

园高质量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

1、加快产业发展，做强产业集群

首 先 要 明 确 功 能 定 位 。 明 确 市 经 开 区 （ 玉 门 工 业

园）、老市区化工工业园、玉门东建材化工工业园的三

大工业园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主动承接东部产业转

移，当好全市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和领头雁。其次要优化

产业结构。开展产业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技术改造，淘

汰 落 后 产 能 ， 按 照 在 产 业 链 上 发 展 的 思 路 ， 实 施 “ 建

链、延链、补链、强链”四大行动。第三要做大做强产

业集群。按照玉门市发展化工产业和新能源及装备制造

两大产业集群的思路，推动两大产业集群集聚发展。

2、健全基础设施，提升承载能力

首先要健全完善园区基础设施。按照玉门“一区三

园”的总体规划，进一步完善园区道路、供水、供电、

供气、供暖、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快园区医

疗卫生、商贸物流、餐饮住宿、休闲娱乐、文化教育等

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其次，着力提升产业链发展水平。

按照玉门市建设化工产业和新能源及装备制造产业两大

产业集群发展的思路，分类实施“建链、延链、补链、

强链”行动，强化产业链链长负责制，提升产业链的稳

定性和竞争力。

3、加强科技研发，增强创新能力

首先要强化科技支撑。建立健全与省内外高校、科

研院所、大型国有企业和龙头企业合作的长效机制，引

进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和知名企业在玉门设

立分公司。其次，加强技术和市场资料数据的收集和分

析，及时跟踪市场环境变化趋势，提出对策措施。 [3]最

后，抢抓国家支持鼓励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机遇，积

极争取国家和省上的资金、项目、政策支持。

4、开展精准招商，加快项目落地

一 是 要 明 确 招 商 地 区 和 招 商 方 向 。 积 极 探 索 专 业

化、市场化、信息化、精准招商的方式方法，通过产业

招商、定点招商、集中招商、网络招商、以商招商等多

种招商模式，确保招商引资取得实效。[4]二是采取两个方

向发展的策略，向西扩大开放、向东承接产业转移，按

照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原则，深化与周边县市区、东部

省市区（县）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三是推进“引强入

园”，以更大力度、更大规模、更大诚意引进大企业、

大项目、好项目在玉门落地生根。积极利用兰洽会、西

洽会等多种招商平台，增强玉门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

而提高玉门在吸引投资、吸引人才、扩大销售等方面的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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