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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是长江经济带的战略腹地和重要增长

极，也是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联动发展的战略纽带。近

年来，围绕智能制造、军民融合等重点方向，四川省突破了一批

核心关键技术，并大力推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开始积极抢占数字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构建“5+1”产业体系 

8 月 23 日， 四川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四川省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 2020 年，在人工智能

基础研究、关键技术、重点产品、行业示范应用和产业发展等方

面取得重要进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 500 亿元，带动相关

产业规模 3000 亿元以上，促进四川人工智能产业进入全国先进

行列。 

为此，四川省将实施核心技术攻关工程，组织实施新一代人

工智能重大科技专项，建立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

围绕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关键共性技术和核心软硬件技术开展攻

关，力争在自动推理、机器学习、大数据智能等为代表的基础研

究和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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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前，四川已决定着力构建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

品饮料、先进材料、能源化工 5 个万亿级支柱产业和数字经济为

主体的“5+1”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四川高质量发展。 

四川省经信委主任陈新有说，构建具有四川特色优势的

“5+1”现代产业体系，是四川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署。其

中，“5”就是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先进材料、能源

化工 5 个万亿级支柱产业，这是四川现代产业体系的主体支撑；

“1”就是数字经济。 

“四川这些产业的基础雄厚、优势突出、规模较大。”陈新

有说，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最有可能率先突破万亿元大关，四

川将重点聚焦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网络安全等重点领域，培育

5G、智能穿戴设备等一批发展潜力巨大的产业，加快建设全球重

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四川是我国装备制造业大省。四川将重点抓好航空与燃机、

轨道交通、节能环保装备、智能制造等高端领域，着力推动汽车

产业提档升级，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装备制造基地。 

陈新有表示，数字经济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融合性，是实体

经济转型升级的“催化剂”和“加速器”，具有新动能导入、新



 - 3 - 

优势培育的强大功能。目前，四川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超过 1 万亿

元，并且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四川将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

经济融合发展。 

下一步，四川将加强产业前沿关键技术攻关，尤其是加强国

外“卡脖子”相关技术突破。到 2022 年，预计四川 5 个万亿级

产业的总规模将超过 6.2 万亿元，数字经济规模将突破 2 万亿元。 

调整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 

作为长江经济带的战略腹地和重要增长极，四川省正在积极

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长江之头的第一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宜宾临港经济技术

开发区坚持高标准起步，目前积极布局轨道交通、智能制造、新

能源汽车、新材料和通用航空等五大新兴制造业，已引进 138 家

智能终端企业，预计年内投产企业可达 80 家、产值达 450 亿元，

全面达产后手机年产量将达 2.2 亿部、智能终端产品年产量达 3.3

亿部，产值超过 2000 亿元。 

《四川省长江经济带发展实施规划》对强化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着力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等多个方面作出了系统安排。依

托长江“黄金水道”的独特作用，四川第一大港泸州港目前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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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6 个 3000 吨级直立框架式泊位，堆场面积近 40 万平方米，在

长江上游港口中率先实现集装箱铁水联运“无缝衔接”。 

泸州市经信委副主任梅勇说，探索绿色发展新模式，对资源

环境依赖较重的产业要逐步“退出去”，对资源环境较友好的新

兴产业则要大力“引进来”。近年来，泸州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航空航天、智能终端、大数据等新兴产业从无到有，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提高到 35.2%。 

此外，成都也有大动作。7 月 10 日，《成都市高质量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改革攻坚计划》正式公布，提出将加快构建先进制

造业、新兴服务业和新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开放型产业体系，提

出要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新型材料和绿色食品五

大产业为重点，到 2020 年，建成电子信息万亿级产业，培育装

备制造、医药健康万亿级产业。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首要任务。现代化产

业体系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和关键所在。”成都市发展

改革委主任杨羽表示。 

放眼全省，《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

日前发布，明确对内形成“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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