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抢抓重大机遇推动轨道交通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川办发〔2021〕44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有关单位: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制造强国、交通强国战略部署,抢

抓川藏铁路等重大铁路工程建设机遇,提升四川在全国轨道交通

发展格局中的核心竞争力,促进轨道交通产业高质量发展,经省政

府同意,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全面融入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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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

和川藏铁路等重大铁路工程建设机遇,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

体,以创新为动力,全力突破轨道交通装备、施工设备、运维装备等

关键核心技术,聚焦强链延链补链,培优做强大企业、大集团,汇聚

“政产学研用金”资源,积极参与重大工程建设,统筹推进轨道交

通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努力将我省建成西部轨道交

通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产业发展新高地。

(二)发展目标。 力争到 2025 年,建成川藏铁路技术创新成果

转化基地、运营维护保障基地和新制式轨道交通产业基地等一批

轨道交通领域重点特色园区。 铁路工程建设所需重大技术装备、

数字化施工设备、新材料、工业控制软件研制取得突破性进展,产

业链条逐步完善,配套能力显著增强。 轨道交通制造业营业收入

达到 2000 亿元左右。

力争到 2030 年,建成集科技研发、勘察设计、工程建设、装备

制造、运营维护于一体的轨道交通全产业链体系,铁路工程建设所

需重大技术装备、数字化施工设备、新材料、工业控制软件研制处

于全国先进水平,成为西部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产业发展

新高地。

二、强化科技创新

(三)加强创新平台建设。 以国家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建

设为契机,突出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成果转化三大功能,打造一批

国家级轨道交通领域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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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企业技术中心。 建设高原、高寒地区特种材料创新平台、新制

式轨道交通创新平台、铁路工程网上技术需求及技术创新供给市

场服务平台。 推动轨道交通科技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发展。 〔责

任单位:科技厅、相关市(州)人民政府,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

息化厅。 逗号前为牵头单位,下同〕

(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以重大铁路工程建设需求为

导向,组织实施川藏铁路建设重大科技专项,突破高原、高寒条件

下智能 TBM(隧道掘进机)、长距离隧道钻探设备、长跨度吊机和

架桥机、长隧道钻爆法智能机械、应急救援装备、钢结构桥梁紧固

连接装备、地灾监测预警与防治装备、极端环境下可靠性测试设备

等关键核心技术;组织实施高温超导高速磁悬浮建设重大科技专

项,突破高速磁悬浮设计、施工等关键核心技术。 制定轨道交通产

业技术攻关路线图,定期发布轨道交通重大技术装备、数字化施工

设备、新材料技术攻关目录。 (责任单位: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

经济和信息化厅、应急厅)

(五)强化首台(套)研制应用。 修订完善首台(套)政策,支持

重大技术装备、数字化施工设备、新材料、工业控制软件等创新研

制和推广应用。 鼓励行业骨干企业开展轨道交通装备和工程施工

机械首台(套)示范应用。 推广以租代购、分期偿还等融资租赁方

式,完善首台(套)产品租赁市场化定价机制。 严格执行招标投标

法规政策,推动首台(套)装备示范应用。 〔责任单位:经济和信息

化厅、相关市(州)人民政府,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住房城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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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厅、交通运输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四川银保监局〕

三、打造产业集聚区

(六)培育先进制造业基地。 布局川藏铁路技术创新成果转

化基地、运营维护保障基地,打造轨道交通装备国家级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 建设轨道交通领域重点特色园区,培育以机车车辆、机

电设备等为支撑的关键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基地,以隧道施工、桥梁

施工设备等为支撑的高端施工设备产业基地,以高强钢筋、高性能

钢轨、高性能水泥、高性能工业铝材、高端钒钛材料等为支撑的新

材料产业基地,以标准部品部件为基础的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以

无人机、北斗、地面物探装备为支撑的“空、天、地”一体化勘察设

计基地。 〔责任单位:相关市(州)人民政府,省发展改革委、经济

和信息化厅、住房城乡建设厅〕

(七)培育行业领军企业。 聚焦强链固链,培育竞争新优势,

壮大盾构机、隧道桥梁设备、内燃机车、电力机车、货车车辆、动车

组、空轨、齿轨列车、机电设备、磁悬浮系统、制动系统、检测系统、

监测无人机、北斗、钢材、水泥等领域头部企业。 培养开关柜、电线

电缆、连接器、紧固件、扣件、轴承等配套领域“专精特新”和“单项

冠军”企业。 〔责任单位:经济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相关市

(州)人民政府〕

(八)加大产业招引力度。 围绕补链延链,紧盯国际国内大企

业、大集团,积极招引 TBM、架桥机、凿岩台车、铺轨机等施工设备,

道床综合处理车、钢轨打磨车、配砟整形车、综合检测车、应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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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大型养路机组等特种运维装备链主企业。 将重大招商引资

项目纳入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予以支持。 〔责任单位:省经济

合作局、相关市(州)人民政府,经济和信息化厅、财政厅〕

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九)促进装备制造提档升级。 支持技术先进企业获取动车

组、川藏线机车和货车车辆生产资质。 提升高原、高寒、高速线路

电力机车、内燃机车、货车车辆性能和质量水平。 支持新制式轨道

交通系统研发制造、迭代升级。 推动变压器、牵引供电装置、滤波

器等机电配套设备数字化、网络化升级。 鼓励盾构机、起重机、挖

掘机、锚杆钻机、地质超前预报仪等施工装备向专业化、智能化、无

人化发展。 促进污水污泥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成套设备、环境快速

修复技术装备、施工弃渣快速环保处理装备、声屏障设备等向高参

数、高效率、高节能方向发展。 (责任单位:经济和信息化厅,省发

展改革委、财政厅、省市场监管局)

(十)提升运营维护发展水平。 支持技术先进企业获取动车

组五级修、川藏线机车和货车厂修维修资质。 发展集无人机智能

巡检系统、卫星精密高程精测系统、智能化在线检测监测系统、线

路障碍自动监测报警系统等为一体的运营管理系统。 (责任单位:

经济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

限公司、川藏铁路有限公司)

(十一)提高新材料制造水平。 鼓励企业研制含钒高强抗震

钢、高端机械结构钢、高强高韧重轨、高温合金钢、高性能工模具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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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先进钢铁材料,开发预应力管道智能循环压浆、高性能混凝土、

玄武岩纤维、新型防水材料、保温隔热高分子材料、新型枕木及道

床固化材料、长链尼龙线缆材料等新型非金属材料,满足重大铁路

工程耐寒耐腐蚀长寿命及特殊结构需求。 (责任单位:经济和信息

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

(十二)发展检测认证服务链条。 创建轨道交通领域国家产

业计量测试中心、国家检测重点实验室。 建设轨道交通产品检验

检测认证评价机构,支持获得国家质检中心授权以及相应认证机

构资质。 推进国家新材料测试评价平台(四川区域中心)开展全

方位测试并提供技术成熟度评价服务。 开展铁路地质灾害监测预

警、委外维保、第三方检测认证服务。 (责任单位:科技厅、省市场

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财政厅)

五、强化政策保障措施

(十三)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发挥省领导联系指导轨道交通

产业机制作用,及时研究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统筹推进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 相关重点地区

建立工作领导机制,制定配套措施,推动成果转化,主动招大引强,

营造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责任单位:经济和信息化厅、相关市

(州)人民政府,相关省直部门〕

(十四)加强供需对接协调。 衔接国家和省重大铁路工程建

设规划,引导企业加快布局研发关键核心技术,提升装备和材料供

给能力。 加强与川藏铁路有限公司等项目业主单位工作对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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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供需对接产品目录,组织开展供需对接会。 支持技术先进装备

制造企业参与重大铁路工程项目建设。 〔责任单位:经济和信息化

厅、相关市(州)人民政府,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

(十五)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 落实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

计扣除、科技创新和技术转让税收优惠、西部大开发、高新技术企

业税收优惠等财税政策。 争取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等国家基

金支持,充分发挥省级产业发展投资引导基金作用,鼓励各级财政

联合社会资本设立创新产业基金,统筹安排省级工业、科技、预算

内基本建设投资等专项资金,加大对重大铁路工程装备和新材料

产业化重点项目、科技攻关、平台建设等支持力度。 (责任单位:财

政厅、四川省税务局,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科技厅)

(十六)强化人才支撑。 依托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布局建设

轨道交通学院、联合培养基地,培养轨道交通装备与新材料领域科

技人才。 鼓励相关市(州)出台有针对性的人才招引政策,引进轨

道交通领域重大技术装备、数字化施工设备、新材料、工业控制软

件等紧缺专业人才和高端人才。 加强轨道交通领域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开展精准化政策培训、科技培训、管理培训,培养面向生产

服务一线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责任单位:经济和信息化

厅、教育厅,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十七)提升要素保障水平。 扩大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强化

成品油市场管理,加大天然气运行调节力度,为轨道交通产业提供

能源要素支撑。 有序组织钢材、水泥、粉煤灰、砂石等区域建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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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供应,加强市场监管,确保轨道交通产业原材料稳定供应。 强化

重大铁路工程建设项目(含配套工程)用地保障,根据项目实施进

度规范及时推进征地拆迁工作。 〔责任单位:经济和信息化厅,自

然资源厅、省能源局、省市场监管局、相关市(州)人民政府〕

(十八)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政务服

务能力和水平,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产业营商环境。 强化研

发设计、货物运输、租赁服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供给。 加快

公寓、商务、学校、医院等生活性配套设施建设。 打造产业链条垂

直整合、生产服务横向聚合、资源要素高度融合的轨道交通产业生

态圈。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省市场监管

局,相关市(州)人民政府〕

本实施意见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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