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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推动“六大产业集群”做大做强工业经济

2023年首府经济动能强劲量质并进
●本报记者 云艳芳 通讯员 张荣庭

2019年，旭阳集团入驻清水河县，成立了
呼和浩特旭阳中燃能源有限公司。5 年间，
这个公司已在呼和浩特市累计投资 98 亿元，
实缴税金约 4 亿元。目前,旭阳中燃已经成
为我市现代化工产业集群“链主”企业。2023
年，预计全年可实现营业收入 96 亿元、工业
产值 94 亿元。内蒙古久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也是我市现代化工产业集群“链主”企业，自
2019 年开工建设至今，累计完成投资 126 亿

元，项目于 2022 年 10 月投产，2023 年 8 月进
入满负荷稳定生产状态。

我市依托中石油呼和浩特石化 500 万吨
炼油、久泰 100 万吨乙二醇、旭阳中燃 300 万
吨焦化制氢等项目，推动石油化工、煤化工、
煤焦化工、氯碱化工、硅化工等 5 条产业链耦
合发展，“能化一体”加速转型，形成“横向耦
合、纵向闭合、产业共生”的循环经济新模
式。 2023 年，现代化工产业集群完成产值

400 亿元。重点推动久泰新材料 100 万吨乙
二醇项目、旭阳中燃年产 360 万吨焦化及制
氢综合利用项目、中石油年产 5 万吨丙烷脱
氢项目、兴泰新型精细化学品延链补链一体
化项目等 17个项目，完成投资 33亿元。旭阳
中燃年产 360万吨焦化及制氢综合利用项目建
成投产。旭阳精细化工全产业链及研发运营
中心项目开工建设，海南万海车用醇烃燃料、
轻烃燃料、生物柴油、燃料油项目已经落地。

近两年来，我市围绕自治区提出的“强首府”工程，全市上下形成了大抓工业、抓大工业的浓厚氛围，深入推进实施“六大产业集

群”，积极布局重大项目，工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工业经济总量不断壮大。2023年，我市紧盯“做大体量”不放松，首府主要经济指

标增速达到十年来最好水平。经初步核算，2023年我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3801.6亿元，同比增长10%，分别高于全国（5.2%）、全区

（7.3%）4.8个、2.7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6%，分别高于全国（4.6％）、全区（7.4％）19和16.2个百分点，居全区

第一，有力扭转了首府二产不强的被动局面。

取得这样亮眼的成绩，培育推动“六大产业集群”功不可没。2023年，“六大产业集群”共完成产值2430亿元，同比增长11%，占

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突破90%。“六大产业集群”实施重点项目288个，完成投资563亿元。“六大产业集群”互相关联、互为耦合，使

城市产业实力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推动首府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工业经济展现出强劲韧性和发展后劲。

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是首府乳产业高速发
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首府围绕“育好种、种好草、养好
牛、产好奶、建好链”的全产业链发展思路，依托
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蒙牛中国乳业产业园两
大千亿级“产城融合”项目，带动实施乳产业链
上下游产业发展。液态奶、酸奶等主导产品领
跑全国市场，伊利、蒙牛液奶市场占有率之和高
达52.9%。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投入使用，伊

利现代智慧健康谷、蒙牛中国乳业产业园两个
千亿级园区已经全面启动，建成投用了伊利液
态奶、奶粉、奶酪等全球 5G智能标杆基地一期
项目和蒙牛 4.0 超级工厂、大低温板块项目。
2023年，全市乳业全产业链营业收入超过 2560
亿元、同比增长14％以上，成功举办首届世界奶
业大会，荣获“世界乳业科技之都”“中国奶业育
种之都”，获批国家奶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入
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同时，形成涵盖牧场、牧草种植、饲料原
料、包装、食品添加剂、乳制品加工、销售物流
等产业环节的全产业链。集聚上下游企业
1578家，拥有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在内的国
家级创新载体 44 家，省级创新载体 169 家。
2023年，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完成产值
470亿元，重点推进宏福现代农业产业园、明品
福冷链物流、蒙牛 8期等 94个项目，完成投资
110 亿元。

2023 年，首府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火力全
开”，移动、电信、联通 5G基站建设项目已全部
完工，中国银行总行金融科技中心和林格尔新
区项目一期、超聚变服务器北方生产基地、内蒙
古碳计量平台建成投产。华为北方最大的算力
枢纽项目华为云和林格尔数据中心成功落户，
成功举办中国绿色算力大会，入围“中国算力二
十强市”榜单、居第15位。2023年，全市电子信

息技术产业集群实现营业收入500亿元，重点推
进移动、电信扩建，中行、农行、农信社科技数据
中心，并行科技、中科超算、同方智能制造等 50
个项目，完成投资60亿元。

我市依托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和林格尔数
据中心，围绕“算力、人工智能、半导体”三条产
业链，加快延链补链，进行精准招商，做大产业
生态。启动实施“算力倍增计划”，布局新兴数

字技术产业。建成呼和浩特国家级互联网骨干
直联点，开通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与国内
18个主要城市实现了直连，形成了内通全国、外
联俄蒙欧的通道网络体系。目前，全市数据中
心标准机架达 22万架，服务器装机能力 150万
台，总算力达 2136P，其中通用算力达到 1263P、
智算达到 676P、超算达到 197P。拥有市场主体
23100家，规上企业240家。

走进中环产业城，厂房密集，塔吊林立，
一栋栋崭新的建筑拔地而起，一个个快速推
进的硅材料产业项目激战正酣。2023 年，我
市加快推进中环产业城、华耀光电等项目建
设，积极吸引和布局硅材料产业链上下游项
目，从单纯原料端向切片、磨片、抛光、清洗等
下游环节延伸，形成了光伏材料、半导体材料

“双轮驱动”和中环产业城、华耀产业园“双区
互动”的发展格局。目前，建成了世界领先的
光伏和半导体单晶硅生产基地，打破世界单
晶 8英寸硅片技术壁垒，电子级单晶硅产能全
国占比已达 26.5%，居全国城市首位。光伏级
单晶硅全球占比 23%、半导体单晶硅全国占
比 30%。集聚上下游企业 230家，拥有国家和

自治区、市级研发平台 88个。2023年，新材料
和现代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完成产值 550亿元，
重点推进国佳纳米新材料产业园二期、正泰
新能源智能制造、阿特斯新能源全产业链项
目、鑫环 10万吨颗粒硅、江苏福明光伏新能源
智能制造产业等 65 个项目，完成投资 185 亿
元。

在加快绿色产业转型的道路上，首府以生物疫
苗为重点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正在“提档升级”。

拥有 3个国家级实验室的金宇集团已成为
全球最大的口蹄疫疫苗智能制造基地，金宇保
灵、必威安泰、华希生物的口蹄疫疫苗产能占全
国市场份额的 80%。已建成生物发酵容积 9.4
万立方米，生物多糖产能 4万吨，位居自治区之
首。金达威、神舟生物的辅酶Q10全球市场占

有率为 60%，高效金霉素产能全球市场占有率
为50%，口蹄疫疫苗、饲料用酶制剂、氨苄西林、
黄原胶等产品持续保持全球产量第一，金宇生
物、拜克生物、中牧生物、开盛生物等生物原料
药企的主要产品在全国均占据重要份额。金宇
保灵牵头建设的动物疫苗技术创新中心成功获
批自治区首家动物疫苗技术创新中心。疫苗研
发、临床试验、工业化生产的研发体系正在构

建，实现一、二、三产全产业链闭环经济。目前，
首府集聚生物医药上下游企业 60余家，各类生
物医药产业研发机构 79个、各类药品注册批件
484个。2023年，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完成产值
175亿元，重点推进博晖创新生物技术产业基
地、双奇新建生物智能制造 5.0产业园、大唐药
业健康科技产业园区等 35项目建设，完成投资
15亿元。

“追风逐日、源网荷储”，清洁能源产业在
内蒙古高原上潜力巨大。近年来，首府牢牢
把握“双碳”战略和能源安全两大主线，完善
清洁能源产业链条，打造北方地区能源总部
基地。

目前，我市拥有世界最大单体电厂装机
672 万千瓦火电厂大唐托电，风电、光伏装机
共 416 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达到 120 万
千瓦。重点实施阿特斯、正泰、双杰、高登赛

等一批产业项目，构建“火、风、光、水、储、造”
全产业链格局。正在形成“武川—金山—永
圣域—赛罕—旗下营—武川”的 500 千伏的

“环首府”电网体系“高速公路”。随着双杰电
气等高端装备制造基地项目、金山热电三期、
托清经济开发区绿色供电等重大项目开工建
设，抽水蓄能电站二期及和林格尔新区、中环
产业城园区等绿电替代项目前期稳步推进，
清洁能源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发展壮大。集聚

上下游企业 170 家，拥有国家和自治区、市级
研发平台 28 个。2023 年，清洁能源产业集群
完成产值 750亿元，重点推进大唐国际百万千
瓦级新能源打捆外送、中电储能独立共享储
能电站、中环产业城绿色供电新能源发电等
47个项目，完成投资 160亿元。在全区率先推
进能源资源总部基地和绿电消纳利用示范区
建设，率先实现“绿证”交易零的突破,牵头成立

“1+2+N”新能源产业链生态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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