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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2021 年 4 月 23 日）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部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

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地位更加巩固，经济

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进一步提高，科教实力显著增强，基础设施明

显改善，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

支撑作用。同时，中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内

陆开放水平有待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有待增强，生态绿色发展

格局有待巩固，公共服务保障特别是应对公共卫生等重大突发事

件能力有待提升。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中部地区特别是湖北

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需要作出更大努力。顺应新时代新

要求，为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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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推动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

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充分

发挥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和资源要素丰富、

市场潜力巨大、文化底蕴深厚等比较优势，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

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着力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着力

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着力推动内陆高水平开放，着力提升

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着力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推动中部地区

加快崛起，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作出更大贡

献。 

（二）主要目标。到 2025 年，中部地区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投入产出效益大幅提高，综合实

力、内生动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创新能力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科创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基本建立，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1 个

百分点以上，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协调发展格局基

本形成，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进一步增强。绿色发展深入推进，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幅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单位地区生产总



 - 3 - 

值二氧化碳排放进一步降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式

普遍建立。开放水平再上新台阶，内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

成。共享发展达到新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

同步，统筹应对公共卫生等重大突发事件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到 2035 年，中部地区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建成，产业整体

迈向中高端，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绿色低碳生产生

活方式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人民生活更加

幸福安康，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

实质性进展。 

二、坚持创新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

系 

（三）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统筹规划引导中部地区产业集

群（基地）发展，在长江沿线建设中国（武汉）光谷、中国（合

肥）声谷，在京广沿线建设郑州电子信息、长株潭装备制造产业

集群，在京九沿线建设南昌、吉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在大湛沿

线建设太原新材料、洛阳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建设智能制造、新

材料、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基地。打造集研究开发、检

验检测、成果推广等功能于一体的产业集群（基地）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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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重点促进河南食品轻纺、

山西煤炭、江西有色金属、湖南冶金、湖北化工建材、安徽钢铁

有色等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加快推进山西

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和能源革命综合改

革试点。 

（四）积极承接制造业转移。推进皖江城市带、晋陕豫黄河

金三角、湖北荆州、赣南、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皖北

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积极承接新兴产业转移，重点承接产

业链关键环节。创新园区建设运营方式，支持与其他地区共建产

业转移合作园区。依托园区搭建产业转移服务平台，加强信息沟

通及区域产业合作，推动产业转移精准对接。加大中央预算内投

资对产业转移合作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在坚持节约集约

用地前提下，适当增加中部地区承接制造业转移项目新增建设用

地计划指标。创新跨区域制造业转移利益分享机制，建立跨区域

经济统计分成制度。 

（五）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主动融入新一轮科技和

产业革命，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

展，将长板进一步拉长，不断缩小与东部地区尖端技术差距，加

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加快合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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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探索国家实验室建设运行模式，推动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化发展，开展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攻

关。选择武汉等有条件城市布局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快武

汉信息光电子、株洲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洛阳农机装备等国家制

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新培育一批产业创新中心和制造业创新中心。

支持建设一批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等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和

双创示范基地，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联合区域创新资源，实施一

批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

用，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促

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布局建设一批综合性中试基地，依托龙头企

业建设一批专业中试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多鼓励原创技

术创新，依托现有国家和省级技术转移中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

等，建设中部地区技术交易市场联盟，推动技术交易市场互联互

通。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支持有条件地区创建国家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六）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依托产业集

群（基地）建设一批工业设计中心和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大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创

新，大力发展研发设计、金融服务、检验检测等现代服务业，积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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