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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
煤城再现新活力

过去，在很多人印象里，徐
州是一座煤城、矿城。作为曾
经的国内资源型城市代表、国
家老工业基地，徐州市在经历
了长期大规模、高强度煤矿开
采后，逐渐显露出矿产资源枯
竭等问题。

2001年，徐州在全市范围
内陆续关闭煤矿。之后一段时
间，为了展现“壮士断腕”的产
业转型与升级决心，徐州市再
度对钢铁、焦化、水泥、热电等
多个传统产业进行了大幅压减
和关停。

2016年开始，在夯实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徐州市
逐步卸下老工业基地“包袱”，
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

经过五年时间的产业飞速
发展，徐州市2020年GDP达
到7319.8亿元、增长3.4%，总
量稳居全国老工业城市和资源
型城市首位、淮海经济区和苏
北各市首位；实现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481.8亿元、增长2.9%，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8.4万
元，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调整为9.5：40.4：50.1。

累累硕果为徐州市带来了
诸多殊荣，徐州市连续两年被
国务院表彰为老工业基地调整
改造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区。
此外，徐州市还于2019年获批
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国
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国家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
市、国家新型工业化装备制造
产业示范基地、国家资源循环
利用基地、全国生态修复城市
修补试点城市。

徐州市在新兴产业领域取
得的成绩，除了来自于党中央、
国务院长期以来对徐州的殷殷
嘱托、切切期望外，还包含了

“十三五”期间，徐州市工信局

在徐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
下，全面推进“工业立市、产业
强市”的产业发展理念。

“我们坚持补短板和锻长
板‘双管齐下’，聚力打好产业
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
坚战，全市工业经济发展实现
量质齐升。”徐州市工信局相关
工作人员表示。

在中央关注、政府扶持、市
场推动的激励下，徐州市涌现
出一批新兴高科技企业。数据
显示，2020年徐州市工业企业
50强主要集中在六大战略新
兴产业和四大传统优势产业体
系中，其中包括9家工程机械
与智能装备、2家集成电路与
ICT、7家节能环保、2家生物医
药与大健康、4家新材料、5家
新能源企业。此外，四大传统
优势产业有4家钢铁冶金、5家
建筑建材、1家绿色化工、6家
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其
他产业仅有5家。

聚焦短板
科技拉动新经济

知不足而后进，望山远崎
而奋进。为了补齐短板，推动
产业迈向中高端行列，徐州市
牢牢把握创新融合的发展理
念，坚持聚焦短板、重点突破，
不断增强工业经济发展的动力
和活力。

记者了解到，为了达成既
定目标，徐州市各相关部门一
方面加快创新体系建设，另一
方面积极开展“卡脖子”技术攻
关，并在此基础上大力推动服
务型制造业发展。

谈到具体工作时，徐州市
工信局一位负责人介绍说：“我
们组织和指导企业开展国家、
省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
中心等科创平台申报认定，打
造了一批智能工厂、智能车间；
我们还围绕产学研联动，引导
行业龙头企业、小巨人企业、隐
形冠军等创新实力强的企业，

加快突破一批制约企业、行业
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

政府牵头引领下，徐州市
龙头企业徐工集团获批省级制
造业创新中心试点单位，江昕
轮胎、徐工信息牵头的两个创
新中心进入省制造业创新中心
培育名单。截至发稿日，徐州
市累计建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6家、省级131家，创建省级
智能工厂3家、智能车间51个。

同时，当地高新企业开发
的16项新技术、新产品项目也
陆续入选江苏省重点推广应用
目录，2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获
批省转型升级项目。

新体系、新平台有效推进
企业提升了自身经济、技术实
力和市场竞争力。数据显示，
徐工集团2020年全球行业排
名跃升至第4位；徐州硅基太
阳能行业发展全球领先，12寸
高端半导体大硅片实现量产，
打破了国际垄断。

一些涉及世界先进技术领
域的科技型企业也逐步发展成
型，如徐州市新沂江苏宥拓新
材料有限公司，自2019年与多
所高校合作共同研发了石墨烯
PTC自限温电热膜后，实现了
电采暖本质安全，一举解决石
墨烯电热膜产业的痛点，该项
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目前，
该公司已建成2条生产线及研
发实验室、可靠性实验室，年产
高达120万平方米。

数年时间里，徐州市政府
围绕“补短板”推出的多项措施，
为当地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新动能。2020年，徐州市
四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22%，

高于规上工业15.2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16%，
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47%，
位居全省前列；高新技术企业
超1000家，是2015年的4倍。

此外，徐州产业技术研究
院还建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
料、安全科技等产业创新研究
院所16个，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4个，为新兴产业未来持续性技
术促生产夯实基础。

奋进勃发
新型工业化加速推进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
局之年，更是徐州市加快建设高
品质产业兴城的重要一年。

此前，徐州市政府提出奋
力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征程，“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
在前列”的发展目标；聚焦打造

“工程机械之都、汉文化名城”；
深入实施“工业立市、产业强
市”战略；全面建设“实力徐州、
创新徐州、美丽徐州、善治徐
州、幸福徐州”。

实现这一系列目标的前提
就是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对此，徐州市未来还将有哪些
新举措？

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说，政府以新
型工业化引领“四化”同步，着力
塑造制造业优势，稳步提升制造
业比重，持续筑牢实体经济根
基。具体措施包括全力推动工
业经济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扩
容提质、现代农业质效提升，以
及拓展产业发展新领域。

根据规划设计，到 2025

年，徐州市将实现“四个破万
亿”的总目标，即GDP、工业总
产值、工业开票收入、重大产业
项目投资四项指标达到万亿元
水平，进一步提升徐州中心城
市能级，建成更具实力的淮海
经济区中心城市和长三角北翼
副中心城市。

记者查询资料了解到，徐
州市目前正聚力打造先进制造
业产业体系、现代服务业产业
体系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随
着三大体系的不断完善，徐州
市工程机械与智能装备产业规
模到2025年力争突破3000亿
元。届时，徐工集团工程机械
主业也将迈入世界前三，集团
进入世界500强。

先进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在引领徐州内陆经济转型发展
的同时，同步推动构建全方位
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徐州对
外贸易提质扩容。

借助进口博览会等国家级
平台，徐州市进一步提高进口
贸易发展水平，持续举办中国
（徐州）国际服务外包大会，打造
国家级离岸服务外包交付中心，
建设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此外，依托陆路港、内河
港、保税港、航空港、邮港等交通
枢纽设施，淮海国际港务区加快
建设形成“双核多点”协同发展
格局，构筑集“公、铁、水、海、
空”多式联运陆港运输体系。

全功能现代化的国际内陆
港将推动徐州成为江苏中欧班
列汇集点，并不断提升中欧班列
开行规模。到2025年，在徐州
开行的中欧班列将突破1000
列/年，物流总量突破7000万吨。

江苏徐州江苏徐州：：

资源城市华丽转型资源城市华丽转型 科技赋能产业集成科技赋能产业集成

徐工汽车生产线上的智能化精密焊接机器人。徐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仲夏时节，地处江苏省徐州市沛县经济开发区的江苏中

辉光伏有限公司华信生产车间一片繁忙。总投资约24亿元的

20条多晶电池片生产线、14条单晶PERC（钝化发射极和背面电

池）高效电池片生产线按下“快进键”，开足马力赶订单。

工业是立市之本、产业是强市之基。工业综合实力雄厚

的徐州市在过去数年里，机械机电制造、医药化工、轻工制刷、

纺织服装、农产品及旅游工艺品加工等五大产业板块快速发

展，屡创佳绩。

2020年，徐州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高于江

苏全省0.2个百分点；全年新增规上工业企业515家，创历史

新高；全市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3.4%，增幅全省第二；工业技改

投入同比增长32.1%，增幅全省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