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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淑军

一、2021 年内蒙古工业

与信息化建设基本情况

2021 年，面对原材料价格

高位运行和疫情多地散发的影

响，内蒙古工业系统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历次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

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严

格落实双控目标，加大要素支撑

保障，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全

力抓好工业经济稳增长工作。

2021 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 值 增 长 6%， 比 2019 年 增 长

6.7%，两年平均增长 3.3%。

（一）工业生产稳定增长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能源行业

增长2.3%、冶金8.2%、化工8.7%、

装备制造 3.9%、建材 57.2%、农畜

产品加工 4.3%、高新技术 22.4%。

全区 37 个行业大类中，有 31 个行

业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 83.8%，

其中 13 个行业实现两位数增长。

全区工业产品产销率达 99.9%，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市场主体进

一步壮大，全区规上工业企业户

数 3075 户，同比增长 5.5%。

（二）数字化转型加快

新建 5G 基站 1 万个，累计

达 到 2 万 个 ；新 建 数 据 中 心 8

个、累计建成 34 个，新增服务

器装机 30 万台、承载能力达到

150 万台。推进 5G 推广应用，

建成智能化采掘面 50 个，完成

5G+ 无人驾驶矿卡 114 台。加快

工业互联网建设，新建自治区级

平台 5 个，累计建成自治区级平

台 15 个、国家级平台 1 个，接

入企业 3 万户。呼和浩特国家级

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开通运行。内

蒙古数信公司和包头一机集团 2

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

上线运行。

（三）企业经营效益大幅提升

2021 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

利润总额 3380.8 亿元，同比增

长 148.8%，高于全国平均 114.5

个百分点。1-11 月份，六大优

势特色产业中，能源行业利润

1745.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4.5%

（ 其 中 煤 炭 行 业 利 润 1575.7 亿

元，同比增长 206.3%）；冶金行

业 498.5 亿 元， 增 长 3.8 倍 ；化

工行业 391.6 亿元，增长 2.9 倍 ；

农 畜 产 品 加 工 行 业 208 亿 元，

增长 32.1% ；建材行业 148.1 亿

元，增长 3.8 倍。

（四）工业投资保持稳定

全区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 21.1%，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29.2%。2021 年 新 开 工 项 目 222

个，新开工能源行业 19 个、化工

21 个、冶金 16 个、建材 16 个、

装备制造 15 个、农畜产品加工

31 个。全年竣工项目 75 个，其

中能源行业 10 个，新增煤炭产

能 730 万吨、发电装机容量 260

万千瓦 ；化工行业 3 个，新增产

能 260 万吨 ；冶金行业 8 个，新

增产能195万吨 ；建材行业9个，

新增产能 150 万吨 ；农畜产品加

工 14 个，新增产能 28 万吨 ；装

备制造行业 7 个，新增产能 7 万

台套 ；高新技术 24 个，新增产能

85.5 万吨。

（五）工业园区承载能力进

一步提升

制定开发区优化调整实施

方案，公布开发区审核公告目

录，明确了工业园区名称、园区

级别、区块名称和主导产业。全

2022 年内蒙古工业与信息化形势分析与展望

摘  要 ：2021 年内蒙古工业经济运行稳定，2022 年应继续全力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严

格落实双控目标，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工业经济发展同时，围绕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和重点产业链，

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使

工业经济增长保持在稳定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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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园区数量由 112 个调整至 56

个，亩均产值由 52 万元提高至

55 万元。2021 年全区支持工业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

73 亿元（2018 年至今累计投资

284.5 亿元），其中自治区专项资

金投入 9.2 亿元（2018 年至今累

计投入 31.4 亿元），支持工业园

区基础设施项目 120 个，其中管

网项目 34 个、标准厂房项目 17

个、污水处理项目 18 个、集中

供热项目 8 个、智慧工业园区项

目 42 个。出台工业园区管理办

法、工业园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

评价办法，完善园区规划建设、

职能职责、服务保障等方面规章

制度，建立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引导园区集聚集约绿色发展。

二、2022 年内蒙古工业

和信息化建设总体形势判断

2022 年，世界经济将呈现

恢复性增长。我国经济韧性强、

潜力大，宏观政策备用工具较

多，新发展理念全面贯彻，构建

新发展格局战略部署全面实施，

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等极大地拓展

发展新空间、孕育发展新动力，

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世界规

模最大的网络信息基础设施以及

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

力等基础扎实，为我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奠定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内蒙古工业稳定发展存在许多利

好因素 ：一是发展方向路径进一

步明确。全区第十一次党代会进

一步明确了今后 5 年全区高质量

发展的战略安排，全区工业和信

息化发展“十四五”规划等各类

发展规划和方案已经出台，对今

后发展的指导作用进一步增强。

二是要素保障相对宽松。电力保

障供应逐步稳定，能耗总量实行

弹性管理，各地可根据能耗强度

目标和 GDP 增速，合理确定能

耗总量指标，国家重大项目能耗

单列，新增可再生能源、原料能

源不纳入能耗总量控制，能耗约

束的情况将得到有效缓解。三是

投资能力显著增强。2021 年全

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14.6%，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

同比增长 148.8%，政府财政收

入和企业利润出现明显好转，企

业投融资能力将显著增强。

2022 年，我国经济发展也

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

减弱三重压力，外部环境更趋严

峻和不确定，工业经济下行压力

凸显，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挑

战加大，产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竞

争更趋激烈，中小企业生产经营

困难加剧，工业和信息化发展面

临的困难和挑战明显加大。内蒙

古区经济发展在面临有利因素的

同时，也存在不利因素 ：一是全

国宏观经济整体下降，全区能

源、原材料输出受到较大影响，

对全区整体工业经济发展不利 ；

二是全区倚能倚重的产业结构性

特征在短期内难以彻底改变，尤

其是在双碳背景下，煤炭电力增

长相对缓慢，拉动作用受限 ；三

是煤炭、焦炭、电解铝等大宗商

品价格不同程度回落，但价格依

然在高位运行，传导至下游中小

企业的生产压力仍然较大。

三、2022 年内蒙古工业

和信息化建设的着力点

2022 年是全面落实“十四五”

规划的关键之年。内蒙古应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自

治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和自

治区党委、政府的工作要求，在

工业和信息化建设领域坚持稳字

当头、稳中有进，围绕先进制造

业产业集群和重点产业链，加快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保持工业经济增长稳定在合理区

间。重点着力于以下几方面 ：

（一）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

转型

围绕 5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

和 8 条重点产业链，优化产业布

局，加强项目储备，提升制造业

比重和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培育新的增长点，筑

牢经济“压舱石”。2022 年全区

计划投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870

个、总投资近 9000 亿元。主要

行业建成规模 ：新型化工 ：新增

产能精细化工产品 20 万吨、焦

油深加工 30 万吨等。有色金属

加工 ：新增产能铝后加工 6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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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等。风电装备 ：新增产能整机

1000 台套，叶片 2500 套，塔筒

1100 套，风电机组机舱罩 1500

套。新能源汽车装备及配套 ：

新增新能源汽车 5000 台。新材

料 ：新增单晶硅及硅片 95GW、

颗粒硅 10 万吨、光伏背板玻璃

1200 万重量箱、锂电池负极材

料 62 万吨、稀土合金及功能材

料 1 万吨。生物医药 ：细菌活疫

苗及诊断试剂疫苗 15 亿头份、

原料药 6 万吨、中药 55 万吨等。

（二）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一是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统筹产业政策和能耗、环保、质

量、安全等方面技术标准，按照

淘汰产能清单，依法依规持续推

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2022 年

底 前 退 出 电 石 108 万 吨、 铁 合

金 400 万吨、钢铁 160 万吨、焦

炭 803 万吨。二是大力实施节能

节水技术改造。制定形成工业节

能技术改造方案和企业节能技术

改造清单，对标重点行业能耗准

入值和先进值，推进企业技能节

水技术改造，达不到准入值的重

点用能企业全部改造完成。三是

加快低碳园区建设。在用电负荷

较大、有调峰资源、高耗能产业

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创建低碳园

区，打造以新能源为主、就地消

纳，火电为辅、重点调峰的局域

绿色电网，全年创建低碳园区 5

个。

（三）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

一是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全年新建 5G 基站 1 万个、

累 计 建 成 3 万 个， 在 能 源、 钢

铁、稀土行业培育建成 1-2 个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

加快推动内蒙古国家枢纽节点算

力中心、华为三期、华为四期、

快手、中国移动、中国银行等大

型数据中心建设。实现数据中心

整体装机能力 200 万台。二是推

动产业数字化。持续提升核心指

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生产设备

数字化率、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

率。5G+ 智慧矿山方面，推动大

唐龙王沟、鄂尔多斯神通等煤矿

智能化采掘项目，全年建成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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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采煤工作面、智能化掘进工作

面 105 个 ；5G+ 无人驾驶方面，

持续推动神华宝日希勒、准能黑

岱沟煤矿无人驾驶矿卡项目，全

年改造 300 台 ；5G+ 工业互联网

方面，建成内蒙古北奔重汽、金

宇保灵生物医药、内蒙古丰镇高

科氟化学等工业互联网平台 10

个，接入企业 4 万户左右。三是

持续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对标全

国“两化”融合先进地区，推动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对标贯标，持

续开展 1000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对标工作任

务，引导 20 家规模以上企业两

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任务。深入

实施万户企业登云行动，推动

3000 家企业登云、用云，不断

提升企业应用电子商务比例。

（四）加强创新驱动发展

一是积极推动创新平台建

设。在化工、农畜产品加工业等

传统行业和新材料、医药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开展企业创新平台建

设，全年认定自治区级企业技术

中心 15 家、自治区级技术创新

示范企业 10 家。二是加快重点

行业“机器换人”。在冶金、装

备、化工等关键岗位，加快推广

工业机器人，民爆行业生产线和

装车环节“机器换人”率达到

75%，电石行业 3 万吨以上矿热

炉出炉环节“机器换人”率达到

50%。三是加快智能化发展。把

智能制造作为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

的主攻方向，推进数字化车间和

智能工厂项目建设，全年建设智

能车间和智能工厂 10 个左右。

继续推进“三首一保”政策（首

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

料、首版次软件研制应用奖补和

保费补贴）激励作用，全年培育

“首台套”高精尖装备 30 个，

“首批次”新材料 15 个左右。

（五）加强工业园区建设

一是加快园区项目建设。

加快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进

度，确保近年来支持的污水处

理、集中供热、固废渣场、水热

气管网、标准产房等项目建成完

工，早日投入使用。推动园区进

一步完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年

底全区工业园区全部实现污水集

中处理。二是加强园区考核评

价。落实工业园区综合发展水平

考核评价办法，对 2021 年度工

业园区进行考核评价，运用综合

评价结果，对工业园区进行奖

励。三是加快推进智慧园区建

设。总结试点智慧园区建设经

验，加快已经实施的 42 个智慧

园区建设项目，启动剩余 14 个

智慧园区建设项目，年底前全区

56 个工业园区智慧化建设基本

完成。

（六）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

帮扶

一是加大对中小企业政策

支持。制定出台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的若干措施，从财政政策、融

资信贷、市场开拓、创新提升、

服务保障等给予具体支持，激发

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和发展动能。

继续落实支持防控疫情重点保障

企业和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

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二

是加大“专精特新”和“小巨

人”企业培育。进一步完善“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小巨人”

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梯度

培育体系，提升中小企业核心竞

争力，全年认定“专精特新”示

范 中 小 企 业 60 户 左 右、“ 小 巨

人”企业 15 户左右。三是推进

中小企业节能技改。支持工业中

小企业开展节能工作，以盟市为

单位推进能耗 5000 吨标准煤以

下企业开展节能技改，按节能量

打包给予盟市资金支持。四是推

动大中型企业融通发展。按行业

梳理优质中小企业 , 组织开展大

型骨干企业与中小企业配套对

接，推动大型骨干企业和中小企

业间供应链优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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