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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山西：聚力转型 共绘现代产业发展“新图景”

释放新动能

创新成果竞相涌现

创新激发活力， 新旧动能转换加

速，为山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

续且强劲的新动力。

从晋创谷到山西数据流量谷，从国

家超算太原中心到怀柔实验室山西研

究院，从太重轨道公司灯塔工厂到天地

煤机装备公司绿色工厂，从长治 LED 产

业链到定襄法兰专业镇……以创新驱动

助推产业集聚，一批新的增长点、增长

极、增长带加快孕育。

聚焦特优农业， 瞄准关键核心，强

化农业科技装备现代化建设，全省农业

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 63%。

连续实施 71 项省科技重大专项，

400 项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取得新突破。

超高强度碳纤维、 碳化硅衬底、钒

液流电池储能、潞安晋华炉、太重高铁

轮轴轮对等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打破

国际垄断、填补国内空白，成为新的经

济增长点。

专注向内提升核心竞争力， 企业因

创新而强。 位于吕梁的山西石器时代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推进

技术攻关， 把石灰石变成钙基绿色新材

料，资源价值和企业利润提升近百倍。

助推企业发展，山西省聚焦创新主

体培育、平台构建和生态优化，进一步

壮大创新企业队伍、 夯实创新基础，进

一步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

目前 ， 全省创新型中小企业 4356

户， 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 2903 户，其

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 132

户，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8 户。 已培育

35 户国家企业技术中心，511 户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结合，发展不

可限量，如何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关键

支撑作用？ 山西省适度超前布局建设数

字基础设施， 累计建成 5G 基站 10.7 万

个，提前两年完成“十四五”建设任务；

太原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建成运

行，太原、大同等 7 个城市获评全国“千

兆城市”；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

点申报获批达到 16 个 ，10 个与国家顶

级节点实现对接；在用、在建数据中心

达到 101.2 万个标准机架， 综合算力指

数全国第八。

科技的力量振奋人心，创新的推动

效果显现。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这块

“试验田”的数据可见一斑：推动地区生

产 总 值 由 2017 年 的 421 亿 元 增 长 到

2023 年的 938 亿元 ， 经济总量实现翻

番。 在国家级经开区考核排名中，由第

99 位提升至第 43 位，3 项指标进入全国

前 30 强。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高

端新型研发机构分别占到全省的 20%、

57%；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累计培育市场主体 5.9 万户。

延伸新链条

传统产业升级蝶变

煤、焦、冶、电，是山西省四大传统支

柱产业，也是转型发展的主战场。 在新发

展理念指引下， 山西省坚持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 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大技术

改造和设备投入， 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链，一批企业在数字赋能、

绿色转型中开辟新领域、释放新动能。

2024 年 12 月 30 日，太钢不锈热连

轧生产线优化升级改造项目举行开工

仪式。 项目建成后可大幅提升产线装备

能力和智能化水平，契合产品薄化和质

量提升的趋势，为推动太钢建设成为全

球不锈钢行业引领者奠定坚实基础。

用最好的技术锻造最好的钢铁，特

钢材料产业链“链主”企业太钢集团，近

年来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努力，快

速补链、深度延链、持续强链，不断开发

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一大批高端精

品钢材产品持续满足了国家重大战略

和项目工程的需求。

柳林的一块煤， 在当地焦化厂被提

炼制成焦炭、焦油、粗苯、硫氨、甲醇等

化工产品， 也可以变成一方天然气、一

袋复合肥……它的价值至少增加 40%。

致力于做好“一块煤”的锦绣文章，

作为全国最大的优质主焦煤基地、焦化

产业基地，吕梁市通过全面推进煤矿智

能化建设、煤化工产业循环发展 、煤炭

能源清洁利用，实现了煤炭产业的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生态变革，

形成了“煤—焦—化—电—氢 ”的全新

产业链条，走出了一条传统煤炭产业转

型升级发展的新路。

以吕梁市为代表，山西省全面关停

4.3 米焦炉，加快干熄焦改造，先进产能

占比达到 96.6%； 加快推进化产回收利

用链条高端延伸， 加大科技攻关力度，

推动焦炉煤气、煤焦油、粗苯等焦化副

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了焦化化产加

工利用水平。

传统产业蝶变， 离不开智能化建

设。 煤矿智能化是培育煤炭新质生产力

的主攻方向，也是传统产业转型发展的

必由之路。 全省累计建成 244 座智能化

煤矿、1594 处智能化采掘工作面， 智能

化煤矿产能占比达到 60.48%，带动全省

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达到 83%以上， 煤矿

的“减人、增安、提效”成效明显，煤矿本

质安全水平明显提升。

传统产业焕新， 离不开绿色低碳转

型。 全省煤炭消费保持低速增长态势，低

于全国同期水平；11 个市全部完成国家

清洁取暖试点城市改造任务， 累计改造

691.52 万户，每年可减少散煤燃烧 600 万

吨以上；建成公共充电桩约 9 万台，桩车

比达到 1：7，在北方省份中率先实现公共

充电桩全省乡镇（街道）全覆盖。

拓展新赛道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俺老孙来也， 带大家领略一下山

西好风光……”2024 年 8 月， 在全球唯

一一架喷涂孙悟空形象的西游文化主

题彩绘飞机客舱里，响起了别致新颖的

广播欢迎词，航班为中国东航旗下的中

联航所有，往返于温州和太原之间。

2024 年，借《黑神话 ：悟空》旅游热

度， 全省各机场游客吞吐量放量增长，

“流量”变“留量”；借发展低空经济之东

风，通航企业逐步向科技型、创新型企

业转变；借打造“天空之城”势头，短途

运输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从空中观

“一山、一水、一城”逐渐成为现实……

既是中国通用航空的发源地，又是国家

通用航空业发展示范省，山西省紧抓机

遇，竞逐在低空经济这一新赛道。

新赛道的潜力蕴藏在高位谋划的

天地间，也勃发于园区这一推动经济增

长的主战场和主阵地。

山西智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位于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 在生产车间里，

智能机械投料与制膜机器协同作业，刚

刚开启试生产的 3 条生产线繁忙而有

序。 实现量产的 TPU 薄膜在产品质量、

产品性能和生产水平上均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布局新兴产业赛道 ，近 3 年 ，山西

转型综改示范区聚焦“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半导体”四条主赛

道，新引进落地晶科能源、泰山玻纤、厚

生锂电池等 121 个战新产业项目， 总投

资达 1317 亿元。

以先进制造业为主攻方向，山西省

布局发展 71 个工业类开发区， 做大做

强 16 条省级重点产业链， 梯度培育 18

个省级特色专业镇， 形成了 79 个山西

精品，一批新产品走向全国。

一年来，通过深化拓展产业科技创

新、绿色低碳转型、数实深度融合三条

路径，全省推动制造业振兴升级的步伐

不断加快。 2024 年 1 月—11 月，山西省

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增长 24.6%； 计算机

办公设备制造业增长 33.9%； 装备制造

业投资同比增长 23.1%； 高技术产业投

资增长 25.7%。

创新驱动激发活力，传统产业提质

升级， 新兴产业加速培育……山西省将

继续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更宽

广的全局视野和更长远的战略眼光，闯

出新天地 、实现新作为，聚力共绘现代

产业发展“新图景”。 （据《山西日报》）

太原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 资料图片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 资料图片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太原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传来热烈的掌声， 在 102 台液压提升器的同步作用下， 重达

8720 吨的钢屋盖缓慢提升至 36.7 米标高，T3 航站楼钢结构主体工程成功封顶，这一全省重点项目又取得一项关键性进展。

一年来，山西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

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定信心、逆势而上，在短板领域加快突破；锐意进取、顺势而为，在优势领

域做大做强，坚持提升传统和壮大新兴相结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体现山西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024 年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