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合力。

平台之间信息未共享。近几

年我省相关部门先后开发建设了

项目审批、重大项目监管、土地超

市等信息化管理平台，但各平台之

间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信息孤立的

现象。投资项目从策划、前期、建

设、竣工、达效全过程全生命周期

服务，各要素的信息化共享是关

键。“条”“块”分割不仅影响部门、

机构间数据共享，也势必影响与金

融机构、民间资本等的无缝对接，

进而影响项目落地见效。

配套服务不够完善。主要表

现在水电气等生产要素保障能力

以及公共服务配套、企业用工需求

等方面。例如，有的园区企业用

电、用水、用气等报批手续滞后；有

的地方教育、医疗等配套服务设施

没能及时跟进；有的项目落地后，

企业用工趋紧，特别是所需技能

型、复合型人才无法满足，专业技

术人才引进留住难、成本高等。

全方位做好项目谋划，全过程

管理、全领域推进、全要素保障，打

造环环相扣的项目推进体系，关键

在于推动跨部门业务协同、数据共

享，构建政府、企业、行业的大协同

机制。当前，推动“项目信息化、管

理数字化、建设智能化”已经成为

先进地区抓项目、促落实的重要手

段。

上海市产业地图。上海最新

一版产业地图覆盖一、二、三产业，

聚焦16个区、5个战略区域、53个

特色园区、35 个重点行业，包括

138张产业现状图和产业未来图，

聚焦先导产业、重点产业集群、现

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结合产业发

展新赛道，规划重点行业未来空间

布局，引导重大项目、创新平台和

产业人才快速精准匹配落地，为全

市产业经济发展提供新指引。

浙江省“标准地”数字地图。

2019年9月，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推

出“标准地”数字地图，解决土地供

需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主要针对

企业投资过程中政务信息分散问

题，在土地供应环节将水电能源成

本、税收用工政策、公共服务配套

等40多项政务信息和地块准入指

标整合，实现企业“在线选地”“拿

地即开工”，打造“标准地”招商模

式，打破了制约项目发展的土地

“瓶颈”，变企业拿地“找市长”为

“找市场”。

青岛市“产业大脑”。为提高项

目落地效率和要素保障效能，山东

省青岛市聚焦全市重点产业链，整

合政务数据、地理信息、企业市场数

据，构建“产业大脑”：一是绘制产业

链“全景图”，全面展示各产业链构

成、关键节点、核心企业等全链条信

息。二是绘制产业发展“趋势图”，综

合运用POI（Point of Interest，兴趣

点）数据、地理信息、手机信令、互

联网定位等技术，从产业和区域两

个维度，全地域、全要素描绘全市

产业发展“现状图”，勾勒全市产业

高质量发展“未来图”。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指向，

建议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底，在

宏观层面绘制海南省产业地图，在

微观层面构建投资项目全生命周

期信息服务系统，包括项目前期谋

划、准备，形成项目库，并实现项目

与土地、规划、资金、能耗、生态等

要素平台对接，打破发改、资规、财

政、招商、环保等业务部门之间的

行政壁垒，促进部门之间工作协调

及项目管理相互衔接，加快产业

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政策

链、服务链“六链统筹”，引导重大

项目、重点园区、创新平台和产业

人才快速精准匹配落地。

（一）绘制海南省产业地图

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

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

大主导产业和南繁、深海、航天三

个未来产业为重点，综合运用大数

据技术，整合政务数据、地理信息、

企业市场数据，构建全省产业大

脑，实现精准招商，加速项目推进。

现状产业图。以四大主导产

业为重点，覆盖一、二、三产业，分

别针对全省产业总体现状布局、18

个市县（不含三沙）、重点园区、重

点行业企业等绘制产业现状图，主

要展示现有存量产业区域分布、空

间布局、企业发展、产业集聚等情

况，全面展示产业发展的“家底”。

未来产业地图。以四大主导

产业为重点，按照产业链发展方

向，综合考虑土地开发强度、亩均

效益等高质量发展指标，制定未来

产业图，展示产业发展趋势、产业

集聚等情况，提出产业链重点招商

“环节”和布局“指引”；智能分析产

业发展与投资强度、配套资源的适

配程度，助力我省“土地超市”标准

地供给改革，为重大项目选址落

地、资源适配提供科学依据，加快

推进项目全生命周期有效服
务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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