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攀枝花市委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推进“一区多园”建设的实施意见 

 

各县（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市直各部门： 

        为深入落实市委“一二三五”总体工作思路，充分发挥攀枝花钒钛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钒钛高新区）的支撑引领作用，构建形成

“一区多园”发展新格局，加快推进全市工业集中集聚、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驱动发展，为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供核心支撑，根据《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

7 号）、《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产业园区党的建设

推动园区科学发展加快发展的意见》（川委发〔2015〕15 号）和《中

共攀枝花市委关于践行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钒钛新城和攀西科技城的

决定》（攀委发〔2019〕10 号）等文件精神，现就以钒钛高新区为核

心，构建“一区多园”新发展格局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发展定位。按照做优特色、做强产业、创新驱动、转型升级

的思路，以建成千亿高新区、打造双创示范区、建设钒钛新城为抓手，

全力构建“一区多园”产业布局新格局和管理运行新机制，努力将钒钛高

新区打造成为攀枝花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攀西经济区新的增长极、攀

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的重要引擎。 

        （二）发展原则。坚持统筹协调、资源共享、科学发展；坚持统



一领导、统一政策、统一规划、统一招商、统一建设；坚持将优势资源、

优质项目、优良企业向钒钛高新区集中；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合

作共建、利益分享；坚持产业集聚、人才集聚、产城融合。 

        （三）发展目标。以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为方向，推动全市

科技资源、产业资源向钒钛高新区集聚，加强高端资源链接，营造创新

创业生态，重点发展全流程钒钛和新材料、含钒钛机械制造等产业，进

一步完善全流程钒钛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体系，推动钒钛产业高端化发展，

打造攀西创新创业新高地、世界级钒钛产业基地。 

        2020 年，将仁和区南山循环经济开发区（含迤资园区）、盐边县

钒钛产业开发区纳入“一区多园”建设。到 2021 年，金江物流园区、职

业教育园区启动建设，科技服务业要素基本集聚，“一区多园”产业格局

初步形成，规模以上钒钛类及相关企业达到 50 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20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达到 5 家，工业总产值达到 500 亿元以上，科

技创新平台达到 10 家以上，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达 3%以上，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40%以上，初步形成创新要素

集聚、创业活跃的创新创业生态。根据发展实际，逐步将攀枝花创新开

发产业园区、西区格里坪工业园区、米易县白马工业园区纳入“一区多

园”建设。到 2025 年，金江片区基本建成，其它片区全面启动，职业教

育园区进一步发展壮大，科技服务产业基本形成，规模以上钒钛类及相

关企业达到 70 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40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达到 10

家，工业总产值达到 1000 亿元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 42%以上。到 2030 年，“产城相融”的钒钛新城全面建成，建



成区面积达到 20 平方公里以上，职业教育园区办学规模达到 2 万人以

上，集聚城市人口 20 万人以上，科技服务业产业集聚区基本建成，规

模以上钒钛类及相关企业达到 100 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50 家，新三

板挂牌企业达到 15 家，科技创新平台达到 50 家以上，企业研发投入占

营业收入比重达 4%以上，构建形成龙头企业引领、中小企业配套、应

用企业带动的世界级钒钛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达到 2000 亿元以上，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45%以上，建成攀西创新创业

高地。 

        二、创新管理体制 

        （四）统一领导。以钒钛高新区为核心构建“一区多园”发展模式，

建立一块牌子、多套班子、成果分享、独立考核的运行机制。“一区多

园”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由钒钛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统一领导。“多园”

统一使用钒钛高新区牌子，分别设立钒钛高新区××管委会，由所在县（区）

进行管理。〔牵头单位：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责任单位：钒钛

高新区管委会，各县（区）政府〕 

        （五）统一政策。“一区多园”统一享受国家高新区政策。按照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体制机制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

置推动产业园区发展的意见》（川委办〔2015〕41 号），落实分片管

理要求，“多园”所在县（区）党委、政府负责设置领导职数、内设机构、

配齐管理人员。大力支持攀枝花攀电售电有限公司探索“一区多园”能源

电力服务机制，对新增优惠电价政策进行调配，逐步实现统一规划、统

一运营、统一电价。〔牵头单位：钒钛高新区管委会；责任单位：市委



编办，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经济合作局、市科技局，

各县（区）党委、政府〕 

        （六）统一规划。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牵头“一区多园”产业规划

编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统筹“一区多园”空间规划编制，市科技

局负责统筹“一区多园”科研平台规划编制，切实推动“一区多园”协同发

展。涉及跨区域的重大基础设施、重大公共社会事业项目由“两城”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市委、市政府审定。〔牵头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钒钛高新

区管委会，各县﹙区﹚政府〕 

        （七）统一招商。整合“一区多园”招商资源，开展统一招商、产业

链招商、第三方招商，推进优势产业、产业链、产业集群招商，提高招

商引资的实效性、精准度和落地率。由市经济合作局、钒钛高新区管委

会拟定统一招商引资政策，报市政府审批后实施，指导开展招商活动。

采用“飞地”模式建设的重大项目，按照“谁引进、谁投资、谁受益”原则

进行成果分享。〔牵头单位：市经济合作局，钒钛高新区管委会；责任

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各县（区）政府〕 

        （八）统一建设。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统筹“一区多园”基础设施

建设规划，由属地政府具体负责辖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鼓励、引导社

会资本和有实力的大企业按照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以多种

方式规范参与园区开发建设。重大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按照“谁投资、谁

受益”原则享用。〔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责任单位：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城管执法局，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各



县（区）政府〕 

        （九）完善财政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钒钛高新区财政管理体制，

做好资金统筹，切实利用国家“补短板”政策，强化筹融资功能，按规定

争取发行项目专项债券，优化债务结构，降低债务成本。“多园”所在地

县（区）政府应加大对园区的投入，“多园”财政收支预算由所在地县（区）

财政单独编制管理，确保财政收益共享。〔牵头单位：市财政局；责任

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金融工作局，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各县（区）

政府〕 

        （十）健全统计管理体制。“一区多园”各项经济指标按属地原则统

计，将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研发投入（R&D）等火炬统计指标集中汇总，

由钒钛高新区统一向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报送数据。〔牵头单位：钒钛

高新区管委会；责任单位：市统计局、市科技局，各县（区）政府〕 

        三、优化运行机制 

        （十一）营造崇尚创新的环境。着力打造鼓励创造、追求卓越的

创新文化，推动创新发展成为高新精神的重要内涵。将因缺乏经验、先

行先试出现的失误与明知故犯的行为区分开来，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

者负责，营造支持主动作为、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建立健全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的容错纠错机制。〔牵头单位：市委组织部；责任单位：市科

技局，钒钛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各县（区）党委、政府〕 

        （十二）激发平台公司活力。依法依规统筹分期将全市符合政策

规定的优质资源、资产、项目注入钒钛高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全力扶持国有企业提高市场融资和综合性投资能力。〔牵头单位：钒钛



高新区管委会；责任单位：市国资委、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十三）健全产业有序转移机制。根据全市产业布局和企业行业

特点，综合运用环保、市场监管、规划调整、用地管控、政策鼓励等措

施，推进全市工业项目向“一区多园”有序平稳转移。市直有关部门积极

帮助或协助钒钛高新区引进项目，打破各产业园地域限制，加快形成创

新驱动的资金链、项目链、人才链。〔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责任

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市场监管局、

市经济合作局，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各县（区）政府〕 

        四、推进科技创新 

        （十四）培育科技创新企业。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行动、科技

型中小企业培育行动，打造一批行业龙头型创新企业，引导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形成专利技术和核心竞争力。〔牵头单位：市科技局；责任单

位：市市场监管局，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各县（区）政府〕 

        （十五）打造“双创”示范区。利用钒钛科技孵化器“国家级”金字招

牌，完善钒钛专业类孵化体系。加快发展创业孵化、检测检验、科技金

融、技术转移等科技服务新业态，探索建设特色鲜明、结构合理、配套

完善的科技服务业集聚区。〔牵头单位：市科技局；责任单位：市发展

改革委，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各县（区）政府〕 

        （十六）做强产业技术联盟。加强与钒钛资源综合利用国家重点

实验室等现有科研机构和创新平台的合作，推动注册地向钒钛高新区转

移或建立办事机构，以项目为纽带，提升合作水平，争取更多的产品中

试和产业化。深化政产学研用合作，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



的创新体系。大力支持市内外高校在钒钛高新区建设创新创业基地。〔牵

头单位：市科技局；责任单位：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各县（区）政府〕 

        （十七）汇聚优秀科技人才。以“服务创新、集聚人才”为重点，促

进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求结合，实施“人才兴区”

战略，落实人才发展规划、人才政策体系、人才服务机制“三大保障”，

完善产业聚才、企业项目炼才、成果应用留才、双创孵化育才、人才专

项励才 

“五项措施”，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

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牵头单位：市委组织部；责

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科技局，钒钛高新区党工委、管委

会，各县（区）党委、政府〕 

        （十八）促进科技金融发展。在钒钛高新区优先设立科技银行和

产业创投子基金，建立风险补偿资金池，大力拓展科技型企业融资渠道。

建立贯通创新创业全生命周期的新金融体系，大力发展天使投资、风险

投资，建立健全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打造“资本+科技+产业”三位一体的

新型科技金融生态。〔牵头单位：市财政局；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

金融工作局，钒钛高新区管委会〕 

        五、强化政策支持 

        （十九）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市级统筹安排产业扶持等专项资金，

加大对“一区多园”企业支持力度。市直有关部门着力引导金融和社会资

本支持“一区多园”基础设施建设和园区内企业发展，积极支持钒钛高新

区及园区企业向上争取专项资金和产业发展基金；支持建设保税仓库。



〔牵头单位：市财政局；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金融工作局、市

税务局，攀枝花海关，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各县（区）政府〕 

        （二十）优先保障用地需求。全市统筹安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

标，积极协调增减挂钩结余指标和工矿废弃复垦利用指标流转，优先保

障“一区多园”项目用地。积极盘活批而未供、供而未用、低效利用等存

量土地，实施“腾笼换鸟”，清理闲置土地，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率和

投入产出水平。〔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责任单位：钒钛高

新区管委会，各县（区）政府〕 

        六、夯实组织保障 

        （二十一）加强组织领导。由“两城”建设领导小组统筹负责钒钛高

新区发展大计，建立“决策层+协调层+执行层”高效联动机制，定期或不

定期召开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及时研究解决钒钛高新区发展中的各类重

大问题，形成举全市之力、集全市之智推动钒钛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良

好格局。〔牵头单位：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责任单位：市直有

关部门，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各县（区）政府〕 

        （二十二）强化党的建设。加强钒钛高新区党工委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政治引领作用，提高管委会在党工委领导下推动园区建设、产

业发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加强钒钛高新区领导班子

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把思想解放、年富力强、熟悉经济和法律、作风

务实的干部选拔进入领导岗位。加强钒钛高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

党的组织和工作有形有效覆盖。〔牵头单位：市委组织部；责任单位：

钒钛高新区党工委，各县（区）党委〕 



        （二十三）优化人员管理机制。建立健全灵活高效的用人机制，

逐步建立“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升能降”的管理机制，

加大“一区多园”在编人员交流力度。〔牵头单位：钒钛高新区党工委；

责任单位：各县（区）党委〕 

        （二十四）健全考核评价制度。将“一区多园”建设纳入市级综合目

标考核，加强规划建设、项目投资、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科技创新、

转型升级、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考核。〔牵头单位：市委目标绩效办；

责任单位：市科技局，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各县（区）政府〕 

  

中共攀枝花市委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3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