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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建立创新伙伴关系，打造面向东盟国家的制度型开放

前沿，全面对接RCEP经贸规则，打造新质生产力要素集

聚地。

三是持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

改革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加快完善

投资便利服务体系，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促进多要素便利

流动。畅通监管渠道，探索新型监管体系。完善容错纠错

机制，细化免罚事项，打造多元化数字信息平台，充分激

发市场活力，以高水平营商环境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三） 转换新旧动能：多链路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升级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一是加快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推动传统产业向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引导高耗能、高污染产

业有序退出市场，推动延伸产业价值链，加大对相关企

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补贴力度，围绕新一代信息

技术探索打造一批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示范企业。

二 是 推 动 尖 端 产 业 集 群 建 设 。 大 力 推 进 新 能 源 、

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承接转移，加大高端金属等新材料

产业的引进与研发，增强电子信息、光学产业、智能终

端等高端产业的研发力度，强化在云计算、前沿技术实

验室等方面的平台建设，以龙头企业为引领、以企业为

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

力，打造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尖端产业集群。

三是纵深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深化开放合作创新，

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做大蛋糕，在优化

资源配置中推动区域融合，研究提出一批科技水平高、

带动效应强、符合国家战略需要的大项目大举措。要统

筹建立区域性科技技术交易市场，引进一批科技技术在

桂扎根；加大科创投入，完善企业科研项目扶持机制，

鼓励企业自主研发新技术，完善各类研究的合作创新平

台和机制建设，加强科教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释放创

新活力，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四）厚植人才根基：加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

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加大人才资源的投入与配置，

充分保障人才质量，是广西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

环节。

一是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引育。把引进和培养高层

次创新人才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性工作常抓不懈，为培

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继续加大对高层次

人才的待遇和人才政策支持力度。

二 是 提 升 高 校 人 才 培 养 水 平 。 加 强 对 高 等 教 育 的

投入水平，提高高校教师待遇、加强教师培训，健全科

研评价激励机制，建强师资队伍。建立区内校际联动机

制，促进教学资源、课程资源、科研资源、人才资源、

平台资源共享，用好互联网构建互联互通平台，实现人

才培养资源共享。健全产学研机制，推动校企合作，促

进优秀人才深入企业交流。立足企业需求，开设紧缺人

才学科，完善培养机制，强化人才储备。 

三是推动毕业生留桂就业创业。全面深入调研广西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人才需求，结合高校毕业生专业结构

及专业优势，充分挖掘区内校友、校企和校地就业岗位

资源，鼓励高校与企业、政府签订创新创业协议，力争

让更多毕业生留桂就业、创业，提升高校毕业生特别是

研究型人才留桂就业、创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拓宽本

地毕业生就业渠道，加大本地人才培养力度。

四是加强人才平台载体建设。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人才交流平台和面向东盟的国际人才高地。加强区内

高科技领域人才培养，推动复合型人才跨行业流动，扎

实推进人才数据库建设。整合本地优秀资源，打造专业

领域人才品牌，促进三次产业之间人才要素转换，提高

人才利用率，以高技术人才推动高质量发展。

五是完善长效人才吸引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体、

民营企业参与的人才引进机制，构建全方位人才引进渠

道，及时了解、解决在桂人才的困难和需求。充分运用

人 才 资 金 池 ， 给 予 高 层 次 人 才 相 应 的 自 主 支 配 资 金 权

限。建立健全人才配置、人才流动、人才考核、人才奖

励机制。对促进地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明显的人

才，要给予表彰奖励，激发人才创新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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