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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与品牌知名度，提高宁夏外贸发展

的质量与水平。

（三）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引导竞争优势

加快形成分工合理、特色鲜明、功能互补的“六新

六特六优”产业发展格局，是宁夏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建议做好产业布局优化引导。综合研判相关区域产业

布局的比较优势、市场前景等，对符合布局的产业，给予

市场准入、土地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注重产业布局

特色化。采取严格的市场准入管控办法，坚决遏制同质化

竞争发展，为地方特色优势产业腾出足够发展空间。强化

产业融合，完善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政策机制。要依托区域特色产业、引导绿色食品、肉

牛、滩羊产业融合主体向优势产区、综合性加工园区集

中。促进葡萄酒、枸杞、牛奶等产业同工业、农业、文

化旅游等产业深度融合，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引导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充分利用境内境外、线上

线下展览展示活动，巩固海外市场。支持企业建设海外

营销网络，全力扭转外贸企业订单流失、业务萎缩不利

局面。动员组织企业参加厦洽会、广交会、进口博览会

等国际性展会，拓展海外订单市场，扩大先进技术、关键

设备、零部件、资源型产品和一般消费品进口。持续推动

园区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园区外向型产业。支持银

川经开区（新材料）、银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羊绒

制品）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完善产业链配套体系，增强产

业创新能力及市场竞争力，放大产业集聚优势，优化产业

发展环境，着力将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现代煤化工）国家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培育为宁夏外贸新增长点。融合文旅资

源要素，打造旅游经济亮点。要发挥政策优势，将黄河

文化、沙漠文化、星空文化、葡萄酒文化与中卫旅游资

源充分融合，提高中卫在全国文化旅游城市中的品牌知

名度，将中卫打造成丝绸之路旅游文化名城。

（四）优化营商环境，促动双向投资

切 实 维 护 外 商 合 法 权 益 ， 保 护 知 识 产 权 ， 营 造 公

平、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重点支持银川经开区提升

引资质量和水平，支持外资企业从事国家鼓励类项目。

围绕“一带一路”重点市场、重点产业实施精准招商，

实现招商引资质、量双提升，继续推进与共建“一带一

路 ” 国 家 （ 地 区 ） 在 在 贸 易 投 资 、 产 能 合 作 、 技 术 合

作、绿色发展等宽领域的共同发展。支持有实力的企业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开展投资，布局生产

基地，提升国际产能合作水平。继续推动中国沙特（吉

赞）产业园、中国阿曼（杜库姆）产业园等境外园区建

设，带动宁夏商品、技术以及服务出口。推进银川跨境电

商综试区建设，大力培育外贸新业态，加强与跨境电商产

业园区沟通联系，加快重点项目落实进度，发挥跨境电

商协会作用，兑现跨境电商政策，提升服务企业水平。

（五）拓展合作新领域，加快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西 部 地 区 是 中 国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的 “ 洼 地 ” ， 但 西

部地区在电力和人力成本等方面具有优势，发展数字经

济的潜力比较大。宁夏作为西部省份，既要认清自身不

足，也要了解自身优势。为了使宁夏实现数字经济与全

国同步发展，更好融入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务必要发挥

好电力和人力成本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可以肯定的是，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必然会对“一带一路”数字化

联通带来积极影响。鉴于当前宁夏与发达地区之间在数

字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方 面 还 存 在 显 著 差 距 ， 建 议 宁 夏 不 仅

要强化数字经济发展的 “硬件”条件（如人才、资金

等），也要在 “软件”条件（如数据开放共享、降低中

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门槛等）方面予以改善。积极借鉴

东部经验，出台宁夏版的《数字经济实施促进条例》，

针对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数字基础设施不匹配、

数据要素流通不顺畅等关键问题提出改善方案，大力提

升区域治理现代化水平。此外，由于西部地区在数字经

济发展领域的盲点趋同，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避免同

质化竞争，宁夏还应积极携手陕西、甘肃等毗邻省份，

积极拓展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新的合作领域，推动丝绸

之路经济带腹地地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对

于行业相关部门而言，要在尊重科学规律的基础上不断

强化对数字经济知识要点的理解，找准行业数字化转型

发展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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