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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政办发〔2021〕23 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天津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

五”规划》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6 月 26 日 

天津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 

“十四五”时期（2021—2025 年），是天津在全面建成高

质量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

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

时期。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市，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增强

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核心竞争力，依据《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制定本

规划。 

一、发展基础和面临形势 

（一）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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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是天津工业调结构、夯基础、育动能的重

要五年，特别是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全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天津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加快构建以智能科技产业为引领的现代工业产业体系，全力推进

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工业高质量发展态势加快形成。 

1．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2020 年，全市工业增加值达到

4188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29.7%。“十三五”期间工

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3.6%。智能科技产业成为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引擎，营业收入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和限额以上信息服务业

比重达到 23.5%。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培育，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天津（西青）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成功获批。

产业结构明显改善，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比重达到 26.1%，比“十二五”末提高 8.6 个百分点；高

技术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15.4%。360、TCL 北方总部等总部企业成功落户，云账户、今日

头条、滴滴出行等新业态企业加快培育壮大。绿色转型步伐加快，

114 个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绿色园区、绿色产品入选国家绿

色制造名单，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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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全国领先，

打造了涵盖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服务器的完整产业链。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增强。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市研发

经费支出比重达到 46.1%。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达到 68 家，位居

全国重点城市第 3 名。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达到 646 家，比“十二

五”末增加 102 家。培育建设现代中药、车联网、操作系统等 9

家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总数达到 22 家，

比“十二五”末增加 12 家。中科曙光成为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

中心，形成中科院工生所、天津药研院、中汽中心、“芯火”双

创基地等一批产业创新平台。新一代超级计算机原型机、重组埃

博拉病毒疫苗、首款脑机接口专用芯片“脑语者”等一批关键核

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3．重大项目加快建设。“十三五”时期，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年均增长 5.6%。实施 5000 万元以上工业投资与技改项目 1300

项，累计投资 5400 亿元，为工业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一

汽大众华北基地、空客 A330、爱旭太阳能电池等一批重大项目相

继竣工投产，长征五号、七号、八号运载火箭和空间站核心舱完

成总装，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彩虹—5”批量生产。中芯国际全

球单体最大 8 英寸晶圆生产线等项目顺利实施。中沙新材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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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化”搬迁、中石化液化天然气（LNG）等一批重大项目持续

推进，南港化工新材料产业基地加快建设。 

4．智能制造深入推进。成功举办四届世界智能大会，设立了

百亿元智能制造财政专项资金，累计支持五批 1726 个项目，市、

区两级财政共支持资金 52.1 亿元，形成 1∶20的放大带动效应，

建成丹佛斯、海尔第五代移动通信（5G）智能工厂等一批全球智

能制造标杆，累计创建 102 家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工业互联

网创新发展，培育了中汽研、宜科电子等一批行业工业互联网平

台，超过 6000 家工业企业上云。重点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

普及率达到 81.9%，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到 53.3%，关键工序数

控化率达到 54.8%。移动宽带、固定宽带下载速率从全国第 11

位、第 7 位均跃居全国第 3 位，累计建成 5G 基站 2.4 万个，打

造“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5．产业布局不断优化。“两带集聚、多极带动、周边辐射”

的产业空间布局基本形成，累计建成 11 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

范基地，产业集聚度进一步增强。滨海新区工业产值占全市比重

保持在 50%以上，龙头带动作用进一步发挥；其他各区都市产业、

高端产业、特色产业等加快培育。“钢铁围城”基本破解，通过

局部退出、减量调整，实现集中布局、提质增效、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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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围城”治理基本完成，完成 246 个园区治理，整合形成以

国家级园区为龙头、市级园区为支撑的空间格局，为产业高质量

发展腾出空间。 

同时，工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发展瓶颈：制造

业占比有所下降，工业基础地位有所弱化；新动能“底盘”偏小，

新旧动能转换不畅；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缺少具有较强竞争力

的国际化本土品牌；产业链处于中低端环节，水平有待提高；园

区主导产业不突出，集约化水平不高，产城融合水平有待提升；

要素资源保障不足，企业直接融资占比低，高端人才吸引力不足，

水电气等要素成本较高，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面临形势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天津工业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发生新变化，总体上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是新发展阶段提出新要求。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

调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4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