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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书城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创新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完

整、 准 确、 全 面 贯 彻 新 发 展 理

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主动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构建新

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

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

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

擎”。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国

家和地区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持

续发展的有效方式和重要手段，

高新技术产业以其促进产业结构

的调整与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特性，逐渐成为国民经济

发展的主要动力。我国高新技术

产业可划分为信息技术、生物技

术和新材料技术三大类。与常规

工业相比，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

技术人才比例高、科学研究和发

展经费比重高、产品更新率高等

特性。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上

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6.9%，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

业 6.2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

增长 20.2%，均保持较快增长。截

至 2021 年，内蒙古高新技术企业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9634.5 亿元，

较上年增长 54.8%，产品销售收入

中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平均占

比为 75.6%，研究开发费用合计

310.2 亿元，较上年增长 88.7%，

内蒙古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点和路径

企业拥有研究开发人员 6.6 万人，

拥有发明专利 6225 件。科技型中

小企业创新活力不断增强，2022

年全年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1593

家，较上年增长 92%。

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对

于内蒙古实现由“资源推动”向

“创新推动”的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

力，意义尤其重要。

一、内蒙古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面临的问题

内蒙古高新技术产业总体粗

放，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突出，产

业发展层次、有效需求水平、市

场成熟程度等与全国平均水平相

比还有较大差距，与国内国际双

循环格局的匹配性、适应性亟待

提升。

（一）产业发展依赖传统路径

长期以来，内蒙古产业结构

倚能倚重、比较单一，全区以煤

炭和电力为主的能源工业增加值

占规上工业增加值近 6 成，玉米

产量占粮食总产量超 7 成，羊存

栏量占牲畜存栏量超 8 成。内蒙

古大数据、云计算、高端制造、

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产业总体上

处于培育阶段。能源结构偏煤，

能源效率偏低的问题突出，消耗

能源比重远高于经济总量占比，

高耗能行业占规上工业增加值偏

高，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

改造传统产业和传统企业的动力

不足，立足有色金属、装备制造、

稀土产业等方面的基础和优势，

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动力不

够。

（二）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率 低， 高 端

创新人才短缺，国家级创新平台

少，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低。科研

投入比重低，2020 年研发经费投

入强度为 0.93%，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 1.47 个百分点，仅相当于全

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科技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全国平均水

平低 7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

对产业转型升级支撑作用不足。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

的 不 足 13.1%， 远 低 于 36.7% 的

全国平均水平。建有研发机构的

企 业 占 比 3.8%， 规 上 工 业 企 业

研发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

0.76%, 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高

新技术学科和新兴学科人才相对

缺乏，高精尖人才少之又少。

（三）区域发展不够平衡

高新技术支点带动力有待提

升，主要城市集中集聚集约发展

水平不高，超过 50% 的 GDP 主要

摘  要 ：高新技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于推动内蒙古创新驱动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分析内蒙古高新技术产业面临问题，提出促进内蒙古高新技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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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和包

头 3 个市，且仅分别排在全国的

第 64 位、96 位和 98 位，由于城

市能级不够强大，在科技创新、

对外开放、制度探索等方面带动

力明显不足。内蒙古拥有能源、

有色金属等优势，但未形成空间

叠加效应，呈现出经济资源、文

化教育资源、开放资源的分离，

在辐射带动周边区域高新技术发

展水平上作用有限。

除此之外，还有营商环境欠

佳、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强、对

外开放水平较低、垄断等因素制

约内蒙古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二、当前内蒙古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的重点

内蒙古推动高新技术发展，

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应该把优

势和短板综合起来，扬长避短、

培优增效，依靠资源禀赋、产业

结构、碳排放实际，推进低碳、

零碳、负碳领域共性关键技术研

发和推广应用，推动绿色转型、

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

（一）低碳、零碳、负碳产业

推进节能减碳产业发展，针

对内蒙古煤炭和电力为主的能源工

业，聚焦电力、钢铁、化工、有

色、建筑等重点行业，加快推进重

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突破关

键共性技术，提升传统能源清洁高

效开发利用水平和利用效率。围绕

自治区火电、煤化工、钢铁等碳源

集中行业的碳捕集和利用需求，强

化碳捕集封存与利用技术研发。加

强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成果转化，

依托自治区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

源，加强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大

规 模 储 能 相 关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应

用。推动风光储、源网荷储一体

化和多能互补等技术融合应用。

推进重点行业电能、燃料、原料

替代，助力钢铁、有色、化工等

工业过程重构，促进全区碳减排

重点行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

快传统能源高效开发利用和能效

提升，推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利

用技术。

（二）新材料产业

促进集聚发展，紧跟产业发

展趋势，科学布局产业链，引导新

材料产业向自治区级和国家级高新

园区、产业集聚区集聚。依托呼包

鄂乌城市群、乌海及周边地区等地

产业基础优势，聚焦先进钢铁材

料、高性能板（管）材、先进轨道

交通材料、先进有色金属材料、高

性能铝（铜）材、稀土新材料、磁

性材料、储氢材料、抛光材料、高

纯稀土金属及合金材料、有机硅材

料、光伏材料、特种玻璃材料、煤

系高岭土材料、新型陶瓷材料、先

进碳材料、石墨（烯）材料、新型

碳材料、高性能树脂、高端功能性

膜材料等，着力培育一批拥有核心

知识产权、市场竞争力强的企业主

体，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促进全区

新材料产业加快发展，加快构建特

色优势明显、产业布局更加合理的

新材料产业集群，建设国内一流的

新材料产业基地。

（三）信息技术产业

自 治 区 党 委 和 政 府 抢 抓 数

字化发展机遇，以建设内蒙古国

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和国家算力

网络枢纽节点为契机，推动内蒙

古数字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十四五”时期，要继续发挥内蒙

古能源、地质、气候、区位等优

势，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提供时

延不超过 10ms 的实时算力保障，

为东中部省（区、市）提供后台加

工、离线分析、存储备份等非实时

算力保障，助力京津冀及东中部地

区数字经济发展，为“东数西算”

工程提供有力支撑。加快培育数字

基础设施、数据加工处理、数据分

析应用、数据流通交易、电子信息

制造、软件与信息服务等数字经济

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推动传统产业

与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发展，形成

优势明显、特色突出、核心竞争力

强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体系。推动

数据要素加快流通，数字技术加快

迭代，数字产业蓬勃发展，提升农

业、交通、教育、能源、医疗、物

流等重要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水平，深化工业大数据应用，

提升工业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新

动能。鼓励各地围绕数据中心就地

发展数据加工、数据清洗、数据内

容服务产业，将“瓦特”产业转化

为“比特”产业，依靠产业跨越升

级实现低碳绿色发展，将内蒙古打

造为具有影响力的北方数字经济

发展高地和数字丝绸之路战略枢

纽。

三、推动内蒙古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的路径

（一）打造适应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的生态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既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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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产品市场需求旺盛有关，还

得益于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

策实施力度、扩大信贷投放等金

融政策导致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不

断下降，要扎实推进“科技兴蒙”

行 动， 进 一 步 降 低 企 业 税 收 负

担，激发市场信心和投资热情，

狠抓政策落地，打通经济循环各

个节点，着力推进改革创新，健

全完善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的体制机制。同时要深化教育、

科技、人才等领域协同改革，健

全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促

进各类生产要素充分流动。建好

国家重大科技平台，高质量建设

鄂尔多斯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和巴彦淖尔国家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推动国家级

高新区和自治区级高新区在规划

建设、产业发展和创新资源配置

的统筹，打造创新要素集聚的高

地。围绕打造“一心多点”人才

工作新格局，完善人才引进和激

励措施，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坚持

对内整合资源、对外扩大合作，拓

展完善“4+8+N”深度合作机制，

全面融入国家创新网络、区域创

新格局。

（二）高质量推动科技创新上

台阶

把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作

为攻坚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支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促

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引导

优势企业集聚各类创新资源，汇聚

人才链、资金链、创新链、产业

链、政策链，高效统筹政府、市

场、社会资源。鼓励企业牵头组

建创新联合体、建设共性技术平

台、打造特色创新平台载体，建

设国家和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

技术创新中心，构建创新平台体

系，发展专业化孵化平台。推动

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支持

企 业 牵 头、 联 合 高 校、 科 研 院

所，组建创新联合体。实施高新

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双

倍增”行动，推动产业链上中下

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实施

研发投入攻坚行动，鼓励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实施重大科技创新

攻关，聚焦内蒙古优势产业和下

一步重点发展领域，集中部署重

大科技攻关工程，启动重大科技

项目，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健全科技

中介服务体系，搭建产业与科研

之间的“桥梁”，研究开发产业

关键共性技术，加快科研成果向

现实生产力转化，开发一批重大

创新产品。推动科技金融深度融

合，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

（三）形成高新产业差异协调

发展的新格局

加 快 构 建 新 发 展 格 局， 着

力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加 快 构 建 新

发展格局思想攻势不断凝聚，融

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高新技

术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有效协同。

加强对特色和传统产业的价值提

升，定位各盟市主导产业，推动

自治区东、中、西部协调发展，

精确制定区域发展政策，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调整优化高新技术

产业布局，结合资源禀赋、国土

空间、发展条件和比较优势等实

际，资源良性循环，实现高新技

术产业错位发展。促进东部盟市

加快发展，发挥绿色生态优势，

以生态农业等为为支柱构产业建

绿色产业体系 ；推动中部地区一

体化发展，立足新材料、信息产

业的生产基础和产业集群优势，

提升产业层次和发展能级，以建

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契机，

增强协同创新发展能力 ；加快西

部 地 区 转 型 发 展， 构 建 错 位 发

展、相互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

在打造东中西部高新技术产业协

同发展构架的同时，抓好相关行

业 在 旗（ 县、 区 ） 的 产 业 链 延

伸，形成“多级互补”，“上下联

动”支撑的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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