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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产业相对薄弱，直接导致其为工业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赋能受限。

3、城镇化发展相对较为滞后，无论是空间分布，亦

或时间进程，产、城、人均存在偏失

对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目前宿州市城镇化发展仍然

面临一些问题。

一是自2010年以来，宿州市城镇化水平总体偏低，与

全省的差距在不断拉大，从2010年相差11.99个百分点扩大

到2020年相差14.57个百分点，宿州市城镇化率处于全省下

游水平，与各市差距明显，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

二是从宿州市现有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来看，虽

然已获得显著成效，但社会保障机制并未得到有效完善，

无法实现对产业发展的有效助力，尤其是对进城务工农民

的保障体系更为缺失，致使很多农民进城后反而无法寻找

到更好的工作，生活条件始终无法得到改善，不仅降低了

他们进城的积极性，更限制了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进程。

三是城镇及产业布局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失衡现状，

很大一部分园区并未构建完善的配套设施，乡镇产业空心

化问题相对较为突出，无论是空间分布，亦或时间进程，

产、城、人均表现出明显的偏失，难以实现对城镇化发展

的有效助力。

4、农业现代化进程相对较为滞缓

存在严重的人多地少且分散化耕作现状，难以推进大

规模发展。

一是在当下阶段，宿州市农业现代化进程相对较为滞

缓，且长期受传统农耕认知理念的限制，致使很多留守农

民鲜少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工业技术等来开展规模化耕

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地区农业现代化进一步

发展的步伐。

二是现有的科技水平相对较低，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

现状，究其原因仍在于该地区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无法

实现对农业科技水平的有效助力，科技在耕作领域中的应

用程度非常低下。

三是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尚存在滞后性，现行布局侧重

点局限在原料、生产、销售层面上，缺乏进一步的深加工

投入，产业链科技发展程度相对较为有限，没有良好的市

场竞争力。

宿州市“四化同步”发展对策建议

1、以工业化为引领，建设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要坚持以工业化为“四化同步”的逻辑起点，以本地

工业企业为基础，充分发挥宿州市的区位、交通、政策、

农业、人口等方面的优势，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坚持工业强市总体战略，强力推进产业高效发展。

一是加速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深化徐宿现代产

业园、萧泉工业园等产业一体化发展平台和载体建设，加

速承接徐州产业一体化发展项目。将长三角产业转移合作

纳入到重点实施工作行列范围，全面对接上海张江高科，

深化与马鞍山、当涂合作共建工业园区，加速先进制造项

目引进；进一步谋划与江浙沪发达地区的产业合作，推动

先进制造项目承接落地。

二是进一步深化传统产业的升级发展，通过建立完善

一系列相应的激励举措，不断推动产业转型步伐，同时在

借助当下产业链现有资源的同时，还应着重打造迎合现代

化发展的产业集群。拓宽企业融资路径，帮助其切实解决

在转型、升级环节当中所存在的资金短缺困境。加大对优

质人才的吸纳，尤其是要给予外出务工返乡创业者更多的

激励，不断深化当地工业化创新。

三是持续推进招大引强。以“工业强市”发展为核

心导向，加大同长三角地区之间的深化协同发展，以建设

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推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契

机，深入分析沪苏浙产业转移趋势和特点，结合宿州市产

业发展重点，制定重点产业招商路线图，围绕大企业大集

团大项目，多路出击，重点招引一批投资额10亿元以上的

高行业知名度、高产业领导性、高投资体量及高成功率的

关键项目。

四是坚持工业项目向园区集聚。要聚焦工业园区发展

经济主战场，进一步降低企业入驻成本，将支持政策、保

障要素向园区集中，推进工业项目向园区集聚，以此来加

快推进本地区产业集群的搭建。

五是要持续深化工业化产业布局模式，要立足工业

城镇发展具体导向，借助既有资源条件实施产城一体化建

设，以此来达到助推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的目的。

2、以信息化为支撑，提升数字赋能水平

“四化同步”要想得到切实践行及落实，最为关键

的一环即为信息化，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加大对信息化基

础设施的搭建，发展高端聚集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另一方

面要把信息化融合、渗透到产业转型、经济增长、城乡发

展、城市运行和社会进步的方方面面，推动数字经济提速

增长。

一是紧抓杭州-宿州结对合作的机遇，大力实施“上

云用数赋智”行动，不断整合数字技术同三次产业之间的

深化发展，打牢云计算、数字产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基

础，加强农林水利等领域数字化应用，推动农业设备设施

智能化改造，以此来实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目标的

达成，并最大限度发挥数字助推经济的效能，不断擦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