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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新疆的矿产资源丰富，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资源

为新疆企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

间，但这种单一的产业结构给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

了巨大的挑战。企业需要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建立健全

主导企业技术研发的体制机制，培育产业结构向高附加

值、高技术含量的方向转变。支持各类企业进行技术研

发，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提高大中型企业

建立研发机构的比例，积极构建创新创业服务平台，推

进特色产业技术服务，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并且，新疆

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区，就业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

热点、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既

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3、实施人才强区战略

人才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也是创新发展的主要

驱动力，他们能够通过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思考，发现

并解决现有生产模式中的问题，也具有较高的适应性和

灵活性，迅速适应新的生产环境并灵活运用各种资源，

提高生产效率。因此，要建立健全人才发展规划和政策

体系，实施自治区重点人才计划，全方位培养、引进、

用好人才。推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以产业吸引

人才集聚，面向国内国外高校、科研机构招聘人才，实行

更多符合新疆实际的人才政策，健全人才评价体系和创新

激励及保障机制，激发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创新活力。

（二）推动工业强基增效和转型升级，提升工业化

发展水平

1、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和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加剧，

对新疆的传统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新疆的传统产业

大多数为资源型产业，这一产业结构对新疆经济的迅速

发展构成了硬性约束。当前，新疆传统产业要想突围破

局，就必须加速形成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要以科技创新

为引领，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升级

改造。推动化工、纺织、有色、钢铁建材等传统产业延

链、补链、建链、强链为主攻方向推动补短板和锻长板

相结合，并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生

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为核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为目标，使传统产业从粗放型、高污染、高能耗、

低产出向集约型、低污染、低能耗、高产出转型升级。

2、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是 推 动 经 济 增 长 和 结 构 优 化 升 级

的重要引擎，也是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应用的现实场

景和表现形式。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塑了人类社会经济结

构，是人类迈向更高效、更智能、更可持续的发展。新

疆将在壮大数字经济、先进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

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领域积极

开辟新赛道、塑造新优势，不仅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

级，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也可以优化产业布局，

加强国际合作，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有利地位，为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打下坚实基础。例如，在数字经济中大

力发展物联网、区块链技术，支持工业大数据技术应用

创新，实现信息服务全覆盖，打造数字经济网络安全保

障 体 系 。 在 发 展 生 物 医 药 产 业 中 ， 支 持 乌 鲁 木 齐 、 伊

犁 、 阿 勒 泰 等 地 建 设 现 代 中 药 产 业 化 基 地 、 原 料 药 基

地、打造特色中药产业。

3、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新疆将以产业集群发展为路径，着力推动特色优势

产业加快发展，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链条的协同

效应，夯实工业发展基础。坚持一产上水平、二产抓重

点、三产大发展，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重点抓好石油

石化、煤炭煤化工、电力、纺织服装、电子产品等“十

大产业”，加强产业链的整合，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力争在“十四五”末，培育一批营

业收入超百亿元工业企业集团，打造一批营业收入和资

产 规 模 “ 双 千 亿 ” 企 业 集 团 ， 力 争 一 批 千 亿 元 产 业 集

群，百亿元特色产业集群。

（三）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打造内陆

和沿海开放高地

1、加快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建设

乌鲁木齐作为新疆的交通枢纽，地理位置优越，具

有丰富的资源和发展潜力。把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打造

成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标志性工程，有助于推动新疆

与中亚、欧洲等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促进新疆的开

放型经济发展，提升新疆的综合竞争力。围绕“集货、

智库报告丨Think  Tank   ReportＴ

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