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四川省“5+1”重点特色园区培育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的通知

川办发〔2021〕9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有关单位:

《四川省“5+1”重点特色园区培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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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5+1”重点特色园区培育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制造强省战略,充分发挥特色园区在

“5+1”现代工业体系建设中的支撑作用,引领推动全省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发展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

落实省委“一干多支”发展战略,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

新发展理念,坚持“特色化、专业化、集约化、市场化”发展方向,坚

持规划引领、集群培育、创新驱动,推动园区企业以及研发、服务等

机构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耦合关系,促进产业园区从功能单一的

生产型园区向功能复合的产业发展平台转型,园区服务能力从简

单的招商服务向完善产业生态升级,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布局合

理、承载力强的产业园区,为全省“5+1”现代工业体系建设提供高

质量发展的承载主体。

(二)发展目标。 到 2023 年底,全省建设 100 个左右贯彻新发

展理念、优势突出、创新功能完备的重点特色园区。 每个特色园区

的主导产业营业收入占比超过 70% ,高新技术产业营业收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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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25% ,每个特色园区至少建成 1 个省级以上创新平台,亩均营

业收入年均增长 7% 左右,形成较完善的专业化、市场化运营服务

体系。

二、主要任务

(一)打造产业集群。 特色园区要立足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

产业基础,依据本计划明确的主导产业,积极开展产业链招商。 主

动对接国(境)内外 500 强、跨国公司、央企和大型民企等,引进龙

头企业,实施一批重大产业化项目,形成集聚效应。 依托龙头企

业,按照垂直一体化模式,培育和引进专业化优势明显、分工协作

紧密的配套企业。 开展联合招商,强化各个园区产业分工协作。

完善产品分工协作体系,推动同类型企业更加聚焦关键环节,提供

更有针对性的细分领域产品,发展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小巨人”

企业,建设若干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创

新型产业集群。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科技

厅、省经济合作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项工作均需由相关园区组

织实施(下同)〕

(二)强化创新驱动。 特色园区要大力推进产业创新中心、制

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产业研究院等

各类创新载体建设。 鼓励龙头企业联合产业链企业和高校院所开

展协同创新,在园区重点产业领域突破一批“卡脖子” “杀手锏”技

术。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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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攻关和产业化应用,推动技术创新、标准化和产业化深度融合,

支撑重大创新成果在园区落地转化并实现产品化、产业化。 健全

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机制,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科技型

中小企业壮大计划和独角兽企业培育计划,培育一批创新型企业,

强化科技服务平台和能力建设,培育壮大科技服务业企业,加快科

技服务业发展。 实施“首台套、首版次、首批次”保险补偿试点,建

设技术应用场景、中试基地、示范线(装置),促进创新成果产业

化。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科技厅、财政厅

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 增强承载能力。 特色园区要配套建设完备的电力、燃

气、供水、通信、道路、消防、防汛、治污等基础设施,以及为企业服

务的标准厂房、孵化器、仓储物流等公共服务平台。 支持重点产业

园区开展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试点,为企业提供“零接触”

高效精准综合性服务,降低企业质量创新升级成本。 聚焦产业应

用开展 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新能源汽

车充电桩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搭建信息技术应用场景,促进特色

园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建设“智慧园区”。 开展“亩均

论英雄”评价,科学设置园区产业项目准入门槛,联动推行“标准

地”供应,提升园区投入强度和产出效益。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

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大

数据中心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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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服务水平。 特色园区要增强专业化生产性服务能

力,创新政府性资金支持方式,因地制宜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完善

“园保贷”等融资分险模式,稳妥发展供应链金融、金融租赁等。

支持符合条件的运营企业按规定上市、挂牌和发行中期票据、专项

债等。 在特色园区开展申报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

点,探索资产证券化途径。 针对性引进原料供应、设备提供等供应

商以及技术、法律、财务、市场开拓等服务机构,提供“全链条”服

务。 支持在有条件、有需求的重点特色园区中镶嵌、配套人力资源

服务产业园或集聚平台。 完善生活服务配套,围绕特定产业领域

人群需求,科学布局学校、医院、文化、商业等生活配套设施,促进

园区生产场景、生活场景和商业场景有机融合,提升宜居宜业品

质。 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商事制度,减少不必要的行

政干预和审批备案事项。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

化厅、教育厅、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商

务厅、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按职责

分工负责)

(五)推进绿色安全发展。 实施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行动,推

行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园区循环式改造,建设循环

化园区。 实施绿色制造工程,构建覆盖全产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

期的绿色制造体系,打造绿色工厂、绿色园区、低碳园区。 严格执

行“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强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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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治理、清洁生产改造及环境风险防控。 探索主要污染物排放

总量替代指标核算及管理方式,支持特色园区产业化项目建设。

强化源头管控,严把项目准入关,严禁环保、安全不达标的项目入

园,确保园区绿色发展和本质安全。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经

济和信息化厅、科技厅、生态环境厅、商务厅、应急厅等按职责分工

负责)

(六)强化规划引领。 在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

空间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基础上,编制好涉园区的区域详

细规划并依法同步开展环境影响评价,落实功能定位,强化节约集

约,规范土地使用,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强化

建筑风格控制、生态环境管控、公共服务配套以及城市设计引导

等。 鼓励各特色园区聚焦主导产业,编制“两图一表”,即产业链

全景图、产业生态发展路径图和重点企业、配套企业名录表,明晰

产业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发展路径。 (责任单位:自然资源厅、生

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经济和信息化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创新管理体制。 推广“管委会+运营公司”开发模式。 实

施机构设置激励机制,理顺开发区管理机构与各方职责关系,合理

确定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与开发区管理机构的职责边

界,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鼓励园区现有建设开

发主体引入营运团队等合作伙伴,促进龙头企业、咨询机构、科研

院所等专业化组织深度参与,提升专业化营运能力。 支持特色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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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引入兼具综合开发实力、品牌号召力和商业运营能力的运营商,

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园区建设运营,实现“投建运管”一体化运

营。 (责任单位:省委编办、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科技

厅、财政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计划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将重点特色园区分类纳入省领导联系

指导重点产业领域和数字经济工作机制范畴,协调解决其建设发

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和困难。 各市(州)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完

善管理机构和推进机制,持续推动园区特色化发展。 〔责任单位:

经济和信息化厅,各市(州)人民政府〕

(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省级层面建立健全重大产业化项

目落地会商预审制度,对按照预审意见落地且符合条件的项目,能

耗指标由省统筹保障。 市(州)层面制定与园区产业定位联动的

政策措施,推动关联项目集中布局,促进相关企业发展壮大。 支持

符合条件的特色园区项目申报国家财政专项;省级工业、科技、商

务等财政专项,特色园区项目可给予优先支持。 探索增加混合产

业用地供给。 支持符合条件的特色园区创建为新型工业化产业示

范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等。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

委、经济和信息化厅、科技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住

房城乡建设厅、商务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经济合作局等按职

责分工负责,各市(州)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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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动态管理。 本计划实施周期为 3 年,每年对纳入培

育名单的产业园区组织评估,对符合条件的园区由经济和信息化

厅报省政府同意后正式认定为四川省“5+1”重点特色园区。 (责

任单位:经济和信息化厅)

附件: 四川省“5+1”重点特色园区培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培

育园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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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5+1”重点特色园区培育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培育园区名单

序号 所属“5+1”
产业领域

拟培育的重点
特色园区名称 主导产业 所在

市(州)

1 电子信息
成都电子信息产业
功能区(高新西区)

集成电路与新型显
示、新一代网络技术

成都市

2 电子信息 成都芯谷
集成电路与新型显
示、空天技术、核技
术

成都市

3 电子信息
西南航空港经济开
发区(四川双流经开
区)

集成电路与新型显
示、航空与燃机、清
洁能源

成都市

4 电子信息 成都现代工业港
集成电路与新型显
示、智能装备、新能
源与智能汽车

成都市

5 电子信息
自贡高新区电子信
息产业园

集成电路与新型显
示

自贡市

6 电子信息
中江电子信息(元器
件)特色园区

新一代网络技术、集
成电路与新型显示

德阳市

7 电子信息 绵阳 5G 产业功能区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集成电路与新型
显示、新一代网络技
术

绵阳市

8 电子信息
绵阳高新区新型显
示产业功能区

集成电路与新型显
示、新能源与智能汽
车、新材料

绵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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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5+1”
产业领域

拟培育的重点
特色园区名称 主导产业 所在

市(州)

9 电子信息
游仙高新区“绵阳之
芯”集成电路高技术
产业园

集成电路与新型显
示、新材料

绵阳市

10 电子信息
绵阳经开区智慧家
庭产业功能区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集成电路与新型
显示、新一代网络技
术

绵阳市

11 电子信息
遂宁电子及新材料
产业园

集成电路与新型显
示、新材料

遂宁市

12 电子信息
遂宁电子电路产业
园

集成电路与新型显
示

遂宁市

13 电子信息
四川泸州高新区电
子信息特色园

集成电路与新型显
示、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

泸州市

14 电子信息
南充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

集成电路与新型显
示、智能装备

南充市

15 电子信息
宜宾智能终端特色
产业基地

集成电路与新型显
示、 新 一 代 网 络 技
术、大数据

宜宾市

16 电子信息
川渝合作(达州·大
竹)智能终端产业园

集成电路与新型显
示、智能装备

达州市

17 装备制造
青羊工业集中发展
区东区(青羊总部经
济区)

航空与燃机 成都市

18 装备制造
成都市新都区现代
交通产业功能区

轨道交通、航空与燃
机、智能装备

成都市

19 装备制造 淮州新城
智 能 装 备、 节 能 环
保、航空与燃机

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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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5+1”
产业领域

拟培育的重点
特色园区名称 主导产业 所在

市(州)

20 装备制造
成都空天产业功能
区

航空与燃机、智能装
备

成都市

21 装备制造
青城山旅游装备产
业功能区

智能装备、农产品精
深加工

成都市

22 装备制造
天府智能制造产业
园

智能装备、农产品精
深加工

成都市

23 装备制造
龙泉驿汽车产业功
能区

新能源与智能汽车、
智能装备

成都市

24 装备制造
中德(蒲江)中小企
业合作区

智能装备、农产品精
深加工、医药健康

成都市

25 装备制造 自贡航空产业园
航 空 与 燃 机、 新 材
料、节能环保

自贡市

26 装备制造
德阳经济技术开发
区

航空与燃机、智能装
备、轨道交通

德阳市

27 装备制造
德阳高新区油气装
备特色产业园

智能装备 德阳市

28 装备制造
德阳广汉通用航空
装备产业园区

航空与燃机 德阳市

29 装备制造
凯州新城装备制造
产业园

智能装备 德阳市

30 装备制造
安州新能源与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功能
区

新能源与智能汽车、
集成电路与新型显
示

绵阳市

31 装备制造 青川县庄子产业园 智能装备 广元市

32 高端装备
浙川东西协作乐山
产业园犍为飞地园
区

智能装备、新材料 乐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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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5+1”
产业领域

拟培育的重点
特色园区名称 主导产业 所在

市(州)

33 装备制造
遂宁汽摩装备特色
产业园

新能源与智能汽车、
新材料

遂宁市

34 装备制造
隆昌轨道交通产业
园

轨 道 交 通、 智 能 装
备、新能源与智能汽
车

内江市

35 装备制造
嘉陵区新能源汽车
产业园

新能源与智能汽车、
智能装备、农产品精
深加工

南充市

36 装备制造
南部县东西部扶贫
协作产业园

集成电路与新型显
示、新能源与智能汽
车、新材料

南充市

37 装备制造 营山经济开发区
智能装备、农产品精
深加工、集成电路与
新型显示

南充市

38 装备制造
四川广安高滩装备
制造产业园

智能装备 广安市

39 装备制造
资阳交通装备与电
子信息产业功能区

轨道交通、新能源与
智能汽车、集成电路
与新型显示

资阳市

40 装备制造
开江智谷机电产业
园

智能装备 达州市

41 装备制造
四川青神经济开发
区

智能装备、绿色化工 眉山市

42 装备制造
乐至专用汽车及零
部件产业功能区

新能源与智能汽车、
智能装备

资阳市

43 食品饮料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
城

医药健康 成都市

44 食品饮料 成都川菜产业园 农产品精深加工 成都市

—21—



序号 所属“5+1”
产业领域

拟培育的重点
特色园区名称 主导产业 所在

市(州)

45 食品饮料 成都医学城
医药健康、大数据、
农产品精深加工

成都市

46 食品饮料 天府中药城 医药健康 成都市

47 食品饮料
荣县农副产品加工
园区

农产品精深加工、精
制川茶、医药健康

自贡市

48 食品饮料 自贡食品工业园 农产品精深加工 自贡市

49 食品饮料
遂宁高新食品生物
产业园

农产品精深加工、医
药健康

遂宁市

50 食品饮料
四川泸州白酒产业
园区

优质白酒、农产品精
深加工

泸州市

51 食品饮料 泸州医药产业园区 医药健康 泸州市

52 食品饮料
四川泸州古蔺农产
品精深加工园

优质白酒、农产品精
深加工

泸州市

53 食品饮料
什邡经开区食品饮
料产业园

农产品精深加工 德阳市

54 食品饮料
绵竹高新区名酒食
品工业园

优质白酒 德阳市

55 食品饮料
广元市利州区食品
饮料园区

农产品精深加工 广元市

56 食品饮料
四川峨眉山经济开
发区

精制川茶、农产品精
深加工

乐山市

57 食品饮料
四川阆中经济开发
区

农产品精深加工、医
药健康、新材料

南充市

58 食品饮料
宜宾五粮液产业园
区

优质白酒 宜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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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5+1”
产业领域

拟培育的重点
特色园区名称 主导产业 所在

市(州)

59 食品饮料
四川宜宾南溪经济
开发区酒类食品园
区

优质白酒、农产品精
深加工

宜宾市

60 食品饮料
筠连经开区农产品
加工园

精制川茶、农产品精
深加工

宜宾市

61 食品饮料
兴文食品饮料产业
园

农产品精深加工 宜宾市

62 食品饮料 岳池医药产业园
医药健康、农产品精
深加工

广安市

63 食品饮料 武胜农产品加工园 农产品精深加工 广安市

64 食品饮料
四川巴中经济开发
区巴州工业园

医药健康 巴中市

65 食品饮料 通江县工业园 农产品精深加工 巴中市

66 食品饮料 巴中市恩阳工业园
医药健康、农产品精
深加工

巴中市

67 食品饮料 南江县东榆工业园
农产品精深加工、医
药健康

巴中市

68 食品饮料 眉山中国“泡菜城” 农产品精深加工 眉山市

69 食品饮料
资阳医药食品产业
功能区

医药健康、农产品精
深加工

资阳市

70 食品饮料
资阳高新区中国牙
谷产业功能区

医药健康、智能装备 资阳市

71 食品饮料
红原县绿色产业经
济园区

农产品精深加工、清
洁能源

阿坝州

72 食品饮料
宁南县茧丝绸工业
集中发展区

农产品精深加工 凉山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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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5+1”
产业领域

拟培育的重点
特色园区名称 主导产业 所在

市(州)

73 先进材料
成都青白江先进材
料产业功能区

新材料 成都市

74 先进材料
天府新区新能源新
材料产业功能区

新材料、新能源与智
能汽车

成都市

75 先进材料
盐边钒钛产业开发
区

新材料、智能装备 攀枝花市

76 先进材料
四川攀枝花格里坪
特色产业园区

新材料、智能装备 攀枝花市

77 先进材料
攀枝花东区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

新材料、智能装备 攀枝花市

78 先进材料
四川泸州先进材料
科技产业园

新材料、绿色化工 泸州市

79 先进材料
四川罗江纤维复合
材料产业集聚发展
区

新材料 德阳市

80 先进材料
绵阳高端纺织服装
产业园

新材料、医药健康、
农产品精深加工

绵阳市

81 先进材料
江油先进材料及装
备产业园

新材料、智能装备 绵阳市

82 先进材料
广元经济技术开发
区铝基材料产业园

新材料 广元市

83 先进材料
昭化区绿色家居和
新型建材产业园

新材料、节能环保 广元市

84 先进材料
射洪锂电新能源新
材料产业园

新材料、新能源与智
能汽车

遂宁市

85 先进材料
威远经开区连界先
进材料产业园

新材料、节能环保 内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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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5+1”
产业领域

拟培育的重点
特色园区名称 主导产业 所在

市(州)

86 先进材料
内江高新区新材料
产业园

新材料、集成电路与
新型显示、智能装备

内江市

87 先进材料
四川乐山沙湾经济
开发区

新材料 乐山市

88 先进材料
四川夹江经济开发
区新材料产业园

新材料 乐山市

89 先进材料
宜宾临港新材料产
业园

新材料、新能源与智
能汽车、轨道交通

宜宾市

90 先进材料
四川珙县绿色建材
特色产业基地

新材料 宜宾市

91 先进材料
屏山浙川纺织产业
扶贫协作示范园

新材料 宜宾市

92 先进材料
四川华蓥山经济开
发区玄武岩纤维新
材料产业园

新材料 广安市

93 先进材料
中国(普光)微玻纤
新材料产业园

新材料 达州市

94 先进材料
四川渠县经济开发
区西部国际服饰产
业城

新材料 达州市

95 先进材料
达州市玄武岩新材
料产业园

新材料 达州市

96 先进材料
四川芦山绿色智慧
纺织园

新材料 雅安市

97 先进材料
荥经川西新型建材
产业园

新材料 雅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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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5+1”
产业领域

拟培育的重点
特色园区名称 主导产业 所在

市(州)

98 先进材料
四川天全经济开发
区绿色载能特色园
区

新材料 雅安市

99 先进材料
四川汉源万里绿色
载能园区

新材料 雅安市

100 先进材料
四川丹棱经济开发
区

新材料、智能装备 眉山市

101 先进材料 甘眉工业园区
新材料、新能源与智
能汽车

眉山市
甘孜州

102 先进材料
德阳—阿坝生态经
济产业园区

新材料
德阳市
阿坝州

103 先进材料
四川德昌特色产业
园区

新材料、智能装备 凉山州

104 先进材料
四川会理有色产业
经济开发区

新材料 凉山州

105 先进材料
四川冕宁稀土经济
开发区

新材料 凉山州

106 先进材料
雷波工业集中区新
型建材产业园

新材料 凉山州

107 能源化工
成都新材料产业功
能区

绿色化工、新材料 成都市

108 能源化工
中兴能源光储智能
微网设备特色园区

清洁能源、新能源与
智能汽车、智能装备

自贡市

109 能源化工
四川富顺晨光经济
开发区

绿色化工、新材料、
智能装备

自贡市

110 能源化工
川南新材料产业基
地

绿色化工、新材料 自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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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5+1”
产业领域

拟培育的重点
特色园区名称 主导产业 所在

市(州)

111 能源化工
四川合江临港工业
园区

绿色化工、新材料 泸州市

112 能源化工
广元市天然气综合
利用工业园(古梁工
业园)

清洁能源 广元市

113 能源化工 乐山光伏产业园 新材料、清洁能源 乐山市

114 能源化工
四川南充经济开发
区

绿色化工、新材料、
节能环保

南充市

115 能源化工
万达开统筹发展合
作示范园区(达州市
第二工业园区)

新材料、绿色化工 达州市

116 能源化工
中国(普光)锂钾综
合开发产业园

绿色化工、新材料 达州市

117 能源化工
眉山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眉山金象化工
产业园区)

绿色化工、新材料 眉山市

118 能源化工
四川彭山经济开发
区(成眉石化园区)

绿色化工、新材料、
高端装备

眉山市

119 能源化工
广安经济技术开发
区新桥园区

绿色化工 广安市

120 能源化工
安岳天然气加工转
化与鞋纺产业功能
区

清洁能源、新材料 资阳市

121 能源化工
遂宁能源化工产业
园

绿色化工、新材料 遂宁市

122 数字经济 成都天府软件园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大数据、数字化
平台服务

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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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领域

拟培育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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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123 数字经济 崇州大数据产业园
大数据、传统产业信
息技术改造和服务

成都市

124 数字经济 新川创新科技园 大数据、云计算 成都市

125 数字经济
泸州云溪数字经济
产业园

数字融合及服务 泸州市

126 数字经济
绵阳科创区大数据
产业园区

大数据 绵阳市

127 数字经济
长虹智能制造产业
园

工业互联网平台与
新型基础设施服务

绵阳市

128 数字经济
遂宁高新数字经济
产业园

大数据、智慧物流 遂宁市

129 数字经济
内江经开区信息安
全产业园

信息安全、大数据 内江市

130 数字经济
四川雅安经济开发
区大数据产业园区

大数据 雅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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