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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

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当今世界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深入发展，近年来新冠病

毒感染严重影响人类健康，而且冲

击全球供应链。构筑安全稳定、畅

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产业

链、供应链体系，是各国面临的重大

机遇，也日益成为共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

书记尹力在致辞中表示：“北京作为

首都，我们将自觉发挥一核辐射带动

作用，共同推进北京‘新两翼’建设，

唱好京津双城记，构建现代化首都都

市圈，全面促进京津冀产业链、供应

链空间聚集和链条对接。我们将强

化创新协同，共同建好京津冀国家技

术创新中心，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区

域内转化，以创新链赋能产业链、供

应链。我们将加强产业协作，支持链

主企业和供应商在京津冀区域布局

发展，一链一策，促进上中下游衔接，

大中小企业融通。着力打造世界级

先进产业集群，我们将聚焦打造对外

开放高地，加强区域营商环境一体化

建设，吸引更多的高端要素资源，在

京津冀区域聚集，共享京津冀协同发

展，国家重大战略的良好机遇。”

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谱表

示：“河北牵头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

和机器人两个产业链，河北在新能源

和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有一定的优势，

拥有新能源整车生产能力的企业7

家，年产能108万辆。汽车产业链条

比较完整，从设计研发、核心技术到

生产制造，都拥有全国领先的知名企

业。长城汽车连续7年销量超过百

万辆，河钢集团是全国第二大汽车用

钢的供应商，中信戴卡铝制轮毂连续

15年全球销量第一。”

目前，河北牵头绘制了两大产业

链的图谱，分别制定了含金量高的支

持政策，大力推动延链补链强链和区

域产业协同。今年1—10月，河北新

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67%，机器人

产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0%。

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表

示：“近年来我们立足天津实际，夯实

基础，增动能，深耕信创，集成电路、

绿色石化、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

等12条重点产业链，扎实推进补链延

链深链建链，空客2期、联想创新产业

园、中石化大一期、中芯国际大二期

等一批牵引带动力强的项目落地。

中科曙光、天士力、凯莱英医药等一

批高质量企业成为国家级的链主。

链群生态体系持续优化，产业配套完

整性竞争力稳步提升。为我们服务

经济，推动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支持一链一策

推动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融合

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2023 年 11 月 29 日上午，中国

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暨全球供

应链创新发展论坛“2023京津冀产

业链供应链大会”在北京顺义国展

（主会场）举行。

京津冀是引领全国高质量发

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京津

冀产业链、供应链深化融合备受

关注。

京津冀三地联合举办大会，旨

在构筑面向全球招商推介与资源

聚合平台，对推动京津冀产业链、

供应链深化融合，促进产业协同发

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袁达表

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推

动解决区域协同发展中的难点问题，从

三方面持续推进重点任务落实落地：

一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取得新

突破，坚定不移疏解北京非首都功

能，有利有序推动北京“新两翼”建

设，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高

水平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加快

打造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聚焦重点产业园区深

化合作，唱好新时代京津双城记，打

造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二是促进区域产业协作迈上新

台阶。支持三省市积极开展重大科

技项目研发合作，支持企业联合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共建一批产学研创新

实体，共建京津冀国家创新中心，着

力攻克一批产业链共性技术和关键

核心技术。推动更多的北京科技创

新成果在京津冀区域内应用落地，构

建布局合理、梯次发展的产业链条。

三是推进区域开放水平，实现

新提升。加快推进京津冀政务服务

标准统一，资质互认，区域通办，深化

货物通关一体化管理，提高货物通关

效率。在知识产权保护、普惠金融支

持等方面，持续深化改革。进一步完

善投资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加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对

接，吸引集聚产业链、供应链高端人

才、资金等，打造全国对外开放高地。

加快推进京津冀政务服务标准统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

部长辛国斌建议，应着力深化产业

链和产业集群带动，充分发挥重点

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对产业协

同发展的牵引作用。他建议，优化

区域产业分工和生产力布局的支

撑作用，聚焦集成电路、网络安全、

生物医药、电力装备、安全应急装

备等重点产业链，加强针对性政策

支持，合力补齐短板，拉长长板，锻

造新板，聚链成群。建立集群跨区

域协同培育机制，优化产业分工定

位，强化区域联动和政策协同，加

强产业链、供应链协作，合力培育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此外，辛国斌表示，还需要着

力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对接，

推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与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深度融合，

充分发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先行先试改革的引领作用，推

动京津冀地区高水平创新载体系

统布局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加强与国家高新区对接合作，

畅通创新成果协同转化和产业化

渠道。支持天津、河北国家高新区

扶持推广中关村先行先试经验，推

动中关村成果转化机构，在天津、

河北高新区设立更多分支机构，带

动提升区域内产业科技创新整体

功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辛国斌还建议，应整体推进京

津冀地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协同构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

型制造体系，合力推进京津冀地区

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探索推进京

津冀标准联盟，深化数字经济、绿色

低碳等领域标准制定和转化应用。

推动区域标准化发展，联合制定优

化区域营商环境，促进统一大市场

政策建设文件。共同出台一批区域

产业政策，加大人才、金融、土地、数

据等要素供给，提升产业协同发展

软环境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深化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带动

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

会（以下简称“链博会”）于2023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在北京举

办。这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

的国家级展会。

《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大量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处于国际供

应链的上游，向供应链中心国家提

供原材料、供应初级产品，所以这

些供应链国家对于本届展会的举

办充满热情。

从全球角度看有三个供应链中

心集群，即以美国为首的北美、以德国

为首的欧洲、以中日韩为首的亚洲。

中展集团董事长林舜杰日前表

示，“如果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作

为一个群体来看的话，在参与链博

会的积极程度、参与热情方面，和其

他供应链中心、世界三大供应链中

心比毫不逊色。”

“这次供应链国家参展商的数

量，占到境外参展商总数的将近一

半。”林舜杰说。

据了解，首届链博会作为开放型

国际合作平台，在美国企业中引起热

烈反响，美国参展商数量远超预期，

占境外参展商总数的20%，5链1展

区都有美国企业参展，亚马逊、埃克

森美孚、苹果、联邦快递、特斯拉、通

用医疗、英特尔、惠普、高通、霍尼韦

尔等一批世界500强和跨国公司都

派了高级代表参会。此外，众多美国

企业把链博会这个平台当作产品首

发阵地、创新阵地、合作阵地，展示了

一系列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

十年以来，共建“一带一路”从

理念转化为行动，成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平台。链

博会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展示产

业链供应链的优势提供了重要窗

口，也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企业

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提供了有效

平台，充分展示了开放性和包容性。

据了解，首届链博会参展商涉

及5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近40

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建国家

展商数占到了境外参展数量的近一

半。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绿色

农业链是共建国家关注的焦点。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

既是全球供应链融合发展的受益

者、维护者，也是构建全球供应链新

生态的探索者、建设者，在全球制造

和供应链体系中举足轻重。

自今年年初以来，中国贸促会

已接待上百位跨国公司高管访华，

大家普遍表示看好中国市场，相关

企业将加大在华投资。这说明中国

市场对外资繁荣“磁吸力”不断增强。

中国积极提出中国方案，增强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自2014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在

多个国际场合提出维护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畅通的重要倡议。2022

年，中方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

推动金砖国家发起加强供应链合作

倡议，提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

通的12条具体举措。去年中方举办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

期间，同印尼等6国共同发起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合作倡议，呼

吁各国构建更具平等性、包容性和建

设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今

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第26次东

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倡议举办

10+3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大会等，推

动建设更加稳定、畅通、基于比较优

势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习近平主席在11月17日举行

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上再次强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畅通。中国工商界深受鼓舞、倍

感振奋，很多企业纷纷表示将以实际

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为维护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贡献力

量。”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少刚说。

首届链博会聚焦“车、能、农”
三地政务标准将统一 参展企业多来自三大供应链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