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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下连云港市
现代服务业竞争力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

◆

摘要

曾献东 朱 荣 陈 蓉

近年来，连云港市现代服务业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新兴产业不断拓展，优势行业发展突
出。但连云港地处于苏北，现代服务业发展中依然存在诸如服务业需求层次低，规模发展受
限，产业结构不合理，风险承受能力较差等问题。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需要以现代服务业
为主导，以新型工业为支撑，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基础上，立足资源优势，强化制度保障，
优化服务业空间布局，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努力推动诸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现代物流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提升现代服务业规模与层次，努力开创连云港市社会经济良性
发展、全面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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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中，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制定“互
联网 +”行动计划。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
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的现代服
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发展现代
服务业不仅是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的着力点和着眼点，也是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
的重要保障。
连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在“一带

一路”国家战略下，作为“一带一路”重要的节点城
市以及“沿海大开发”重要的经济增长极，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不
断完善，对外交流的不断加强，现代服务业作为能
够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的重要途径，攸关连云港未来地区竞争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如何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现代服

务业区域竞争力已经成为当前连云港抢占“一带
一路”发展先机亟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连云港市服务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现代服务业也取得长足的发展，但现代服务业对
连云港 GDP的贡献率依然较低，存在着诸如层
次低、技术落后、效率低下、竞争力不强等诸多问
题。本文通过对连云港经济社会发展特点以及现
代服务业发展优势劣势、机遇等进行分析，尝试
研究建立一种能较为全面衡量现代服务业竞争
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连云港地区现代服务业
的竞争实力和发展潜力，并提出促进连云港现代
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 连云港现代服务业发展优势条件
与制约因素
（一）从政策、区位等看连云港现代服务业

发展机遇与条件
1. 政策优势集中，政策导向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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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是我国首批 14个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是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近年来又有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江苏沿海大开发、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一带一路
建设等多重战略机遇。上至中央、下到地方扶持政策优势集中，给连云港市服务业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
机遇。
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水平，连云港市于 2011年第十一次党代会就确立了“建设现代

化国际海港中心城市”的战略发展定位，出台了《进一步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意见》，加大了市级现代服
务业发展专项引导资金的安排额度。2015年连云港市依据国家关于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结合连云港
市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编制了《连云港市服务业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 2020)》，明确的指出：2020年
前，优先发展现代物流业、旅游休闲业、商贸流通业三大主导产业，创新提升金融保险、商务会展、科技服
务、电子商务四大重点产业，培育壮大文化创意、互联网平台、软件信息、养老、服务外包五大新兴产业，统
筹发展教育、健康、体育、家庭服务等公共服务业。

2. 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交通枢纽地位提升
连云港市因其地理位置以及特有的交通运输条件优势而成为我国重要的进出口贸易中心以及商业集散

地。其是我国首批 45个公路交通枢纽城市之一，是交通部 2013年规划的 42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之一。
公路方面，连霍高速贯通东西，长深、深海高速连接南北；铁路方面，东西有连云港直通莫斯科集装箱

铁路班列，南北有在建青岛至连云港动车、连淮扬镇铁路；水路方面，江苏省唯一至韩国海上客货班轮在
连云港开通，港口功能不断强化，航运市场不断拓展。目前，连云港公路、铁路、港口、航空相互衔接的立体
交通网络已逐渐形成完善，沟通东西、连接南北重要战略枢纽的区位优势已经形成。

3. 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初具规模
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承担着提高服务业投资质量和效益、提升服务业发展

水平、整合服务业资源、促进服务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重要使命，对提升连云港区域影响力，加快
经济转型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前，连云港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已经初具规模。已有连云港国际商务中心、东海水晶市场、连云港

金港湾国际物流园区 3家园区被认定为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716杰瑞科技创意产业集聚区、赣榆柘
汪物流集聚区、灌南现代物流集聚区快速发展并壮大。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项目已投入使用，成为
“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与沿线国家开展实质合作并建成运营的第一个实体项目。

连云港市目前正通过规划建设海州区现代化服务集聚区，重点发展电商物流、快递速运、仓储物流和
农产品物流等服务业，培育建设新海新区科技创业集聚区、连云新城总部经济集聚区、南部新城大型生活
类服务业集聚区、市开发区创智街区等新兴服务业集聚区，重点推进神华集团煤炭储运基地、徐圩新区节
能环保促进中心等生产性服务业项目，完善苏宁广场、花果山国际酒店等生活型服务业项目等措施，努力
培育打造现代服务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连云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问题及制约因素
1. 服务业需求层次较低，规模发展受限
连云港地处于苏北，工业化程度低，整体经济规模较小，城市化发展滞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较低，限

制了服务业需求的增长，制约着服务业发展规模与水平的快速提升。2014年，连云港市 GDP为 1965亿
元，仅占江苏省的 3.02%；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7798元，仅达到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65.50%；全市城市化率为 57.13%，较全省城市化平均水平的 62.85%低了 5.72个百分点。
较小的经济规模，偏低的居民收入，导致城市居民及城市经济体对服务业的需求总量较小，需求层次

偏低，服务业也主要以传统服务业为主，服务业内在提升、投资发展后劲不足。同时，在发展资源、人才的
竞争上，难以敌过苏中苏南地区，导致本地区发展资源及人才的外流，进一步制约了连云港服务业整体的
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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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业结构不合理，风险承受能力较差
当前，连云港服务业发展依然以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为主导，2014年批发零售业

增加值为 184.6亿元，占第三产业的比重接近四分之一，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交运仓储邮电业、社会
公共管理和保障等 5大行业 2014年实现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接近二分之一。而软件与信息服务、金融
保险业、商务服务业、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娱乐业等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仍不充分，
尚处于起步阶段。
由于行业的过度集中，服务业产业承受国内外经济波动风险的能力也有所降低。国内外大宗商品价

格波动及经济下滑，增加了企业和产业的运行风险，从而也会导致服务业的运行风险，这些因素也影响到
了服务业整体的长期稳定发展。以连云港市具有比较优势的交通运输行业为例，2014年受国内外经济形
势的影响，该行业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行趋势。2014年交运仓储邮电业实现增加值为 93.77亿元，较
2013年下降 5.75个百分点。

3. 港口竞争力较弱，港、城、产联动不力
连云港较早就确立了立足港口经济，以港促产、以港兴产、港产联动的发展方针。然而，当前随着对外

开放的逐步扩大，连云港周边港口竞争日益激烈，北有大连港、青岛港、日照港打压，南有上海港、宁波港、
南通港竞争。连云港港口经济发展中，还面临着资金紧张、技术和管理经验欠缺等多重问题，港口整体竞
争力实力较弱。
一方面，连云港铁路运价较高，被日照港、青岛等港口分流部分货源。据企业反映，目前相同里程数上

海铁路局运费比济南铁路局高出近 5分 /吨·公里，企业在选择港口运输时，多倾向于选择运费更低的北
方港口疏港发运，铁路运输成本居高严重影响了港口的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连云港港口发展缺乏产业支撑。目前为止，连云港港口地区还没有建成以现代物流业、临

港加工业、金融保险业、现代信息服务业等产业为基础的典型临港产业体系。港口缺乏产业支撑，港、城、
产还未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连云港市本土货源仅占港口吞吐量的 20%，其中集装箱不足十分之一。
其次，连云港港口经济腹地实力较弱，港口进出口货物品种较为单一，受市场风险影响较大。当前，连

云港港口新增吞吐量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进出口货物品种主要集中为有色金属及金属矿石、煤炭及制
品、机电设备、化工原料等，其中港口全部吞吐量的九成为金属及金属矿石、煤炭及制品。

三、连云港现代服务业竞争力水平实证分析
（一）竞争力水平评价方法的选取
在进行多指标综合水平评价中，以往学者多采用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灰关联分析等

方法。结合以往研究经验，并考虑本文选取指标间可能的相关性，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对苏北五市现
代服务业竞争力水平加以研究。
主成分分析法是从多变量相互依存关系研究出发，通过降维把复杂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主成分的

一种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该方法通过对变量降维分析计算，将观测变量进行分类概括、析取，并将相关
性较高的几个变量归为一个主成分，用较少的几个主成分计算综合分值来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
系，用以直观表明各主体间的差异性水平。
（二）指标体系的建立
结合以往国内外学者对现代服务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经验，在遵循科学性、严谨性原则基

础上，考虑到指标数值的可获取性，为合理评价连云港市现代服务业竞争力水平，本文从现代服务业的发
展基础、发展水平、成长潜力、科研支撑能力 4个方面，构建了评价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共
23个三级指标。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重点纳入能够代表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和质量的金融保险
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指标数据（见表 1）。
（三）基于主成分分析的苏北五市现代服务业竞争力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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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主成分方差贡献解释的总方差

主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1 11.88 51.63 51.63 11.88 51.63 51.63
2 6.22 27.03 78.67 6.22 27.03 78.67
3 3.38 14.70 93.37 3.38 14.70 93.37
4 1.52 6.63 100.00 1.52 6.63 100.00

表 1中三级指标的数据获取来源主要为《连云港
市统计年鉴 2015》、2014年盐城、徐州、淮安、宿迁各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成长势头中增长率
采用 2014年同比增长率计算。
运用 SPSS17.0对三级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具体步骤是：首先，定义原始 23个变量，对表中所列
23项变量指标进行标准化，对标准化后的结果定义。
并计算各指标间相关系数矩阵，如果相关系数矩阵中
大部分相关系数大于 0.3，则表明该系统适合主成分
分析。从该软件运行的结果可以看出，相关矩阵系数
较大，因此可以对其进行主成分分析。运用 SPSS软
件，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主成分方差贡
献分析表及主成分荷载矩阵分别如表 2、表 3所示。
由主成分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现代服务业竞争力

指标体系主成分为四个，四个主成分能够反映 100%
的信息。此处分别定义四个主成分公式为 F1、F2、F3、
F4，通过进一步计算得到各主成分特征向量，具体公
式如下：

F1=0.278zx1+ 0.283zx2+ 0.219zx3+ 0.285zx4+
0.275zx5+0.167zx6+ 0.273zx7+ 0.201zx8+ 0.166zx9+
0.217zx10+0.273zx11+ 0.272zx12+ 0.096zx13- 0.108zx14+
0.180zx15- 0.145zx16- 0.202zx17+ 0.090zx18+ 0.113zx19+
0.065zx20+0.241zx21+0.264zx22- 0.056zx23

F2=- 0.017zx1+0.065zx2+0.238zx3+0.017zx4- 0.059zx5-
0.128zx6- 0.092zx7- 0.043zx8- 0.211zx9- 0.218zx10-
0.025zx11- 0.008zx12+ 0.352zx13+ 0.345zx14+ 0.295zx15- 0.166zx16- 0.077zx17+ 0.366zx18+ 0.278zx19+
0.361zx20+0.145zx21- 0.162zx22+0.251zx23

F3=- 0.134zx1+0.031zx2- 0.118zx3+0.081zx4+0.154zx5+0.398zx6 + 0.130zx7- 0.145zx8+ 0.316zx9- 0.129zx10+
0.133zx11- 0.151zx12+ 0.121zx13+ 0.155zx14+ 0.006zx15+ 0.411zx16+ 0.374zx17- 0.113zx18+ 0.326zx19- 0.050zx20+
0.111zx21- 0.017zx22+0.320zx23

F4=- 0.112zx1+0.103zx2- 0.148zx3- 0.079zx4+0.006zx5+0.149zx6 + 0.048zx7+ 0.535zx8- 0.197zx9+ 0.239zx10-
0.185zx11- 0.166zx12+ 0.212zx13- 0.161zx14+ 0.223zx15+ 0.078zx16- 0.053zx17+ 0.131zx18+ 0.066zx19- 0.294zx20-
0.300zx21+0.063zx22+0.385zx23
其中 zxi指第 i个标准化的指标值。代入标准化后各指标值，得到各主成分得分如表 4所示。
将各主成分按各自解释方差 Si占总解释方差∑Si比值计算综合得分情况，公式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现代
服务业
竞争力
评价
体系

发展基础
条件

人均 GDP 亿元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亿元

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率 %
城市化率 %

发展水平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
服务业占 GDP 比重 %
交通客运量 万人次

水陆货运总量 万吨

邮政通讯业务收入 亿元

旅游业收入 亿元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亿元

保费收入 亿元

成长
势头

货运总量增长率 %
邮政通讯收入增长率 %
旅游收入增长率 %
存款余额增长率 %
保费收入增长率 %

科技支撑
能力

申请专利合计数 项

高新技术企业数 个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亿元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率 %

表 1 现代服务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现代服
务业竞争力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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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i=0.516F1+0.270F2+0.147F3+0.066F4

计算结果为：
表 5 苏北五市现代服务业竞争力综合得分情况

由得分结果可以看出，连云港市现代服务业竞争力在苏北
五市排名倒数第二位，而且在 4个主成分得分排名中，仅第
一主成分与第四主成分排名倒数第二，其他两个主成分的
排名都在最后一位。与苏北五市相比，连云港的现代服务业
综合竞争力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四）连云港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评价
在得出连云港现代服务业竞争力综合排名的基础上，

为进一步论证连云港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与成长潜力，笔
者分别对二级指标指标做主成分分析，并得到苏北五市得
分排名情况。

1. 苏北五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基础评价
代入指标数据，通过计算得到苏北五市现代服务业发

展基础得分排名情况如表 6所示。
2. 苏北五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
代入指标数据，通过计算得到苏北五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得分排名情况如表 7所示。
表 6苏北五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基础得分情况 表 7 苏北五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得分情况

3. 苏北五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评价
代入 2014年的各指标增长率作为成长势头的

数据，通过计算得到苏北五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
得分排名情况如表 8所示。
由得分排名结果可以看出，当前连云港现代服务业发展与苏北其他四座城市相比，发展基础依然薄

弱，发展水平依然较差，发展势头有所不足。
五、促进连云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针对当前连云港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特点及发展问题，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需要以现代服务业

为主导，以新型工业为支撑，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努力推动诸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现代物流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提升现代服务业规模与层次，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东端物流商贸金融集
聚中心。并积极依托一带一路，加强与周边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在金融、信息、文化、旅游等多方面的
合作与交流，努力开创连云港市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全面发展的新局面。

地区 宿迁 徐州 盐城 淮安 连云港

综合得分 2.11 -0.29 -0.58 -0.59 -0.64

表 8苏北五市短期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得分情况

地区 徐州 盐城 淮安 连云港 宿迁

综合得分 1.81 1.64 0.60 -1.72 -2.34

地区 F1 F2 F3 F4
连云港 -1.54 -1.77 -2.83 -0.43
徐州 4.50 -2.52 0.92 0.58
宿迁 -4.56 -1.04 2.07 -0.15
淮安 -0.39 2.83 -0.51 1.67
盐城 1.99 2.50 0.36 -1.67

表 3主成分荷载矩阵成份矩阵 a

成份

1 2 3 4
Zscore(X4) 0.983 0.042 0.148 -0.097
Zscore(X2) 0.977 0.162 0.058 0.127
Zscore(X1) 0.958 -0.042 -0.247 -0.138
Zscore(X5) 0.948 -0.148 0.283 0.007
Zscore(X7) 0.942 -0.229 0.238 0.059
Zscore(X11) 0.940 -0.062 0.245 -0.229
Zscore(X12) 0.939 -0.020 0.277 -0.205
Zscore(X22) 0.911 -0.403 -0.031 0.078
Zscore(X21) 0.831 0.362 0.204 -0.370
Zscore(X3) 0.754 0.592 -0.218 -0.182
Zscore(X10) 0.749 -0.544 -0.238 0.295
Zscore(X17) -0.697 -0.192 0.688 -0.066
Zscore(X8) 0.693 -0.108 -0.267 0.661
Zscore(X18) 0.309 0.914 -0.208 0.162
Zscore(X20) 0.222 0.900 -0.093 -0.363
Zscore(X13) 0.332 0.878 0.222 0.262
Zscore(X14) -0.372 0.861 0.284 -0.199
Zscore(X15) 0.619 0.736 0.012 0.276
Zscore(X19) -0.391 0.693 0.600 0.082
Zscore(X23) -0.192 0.626 0.588 0.475
Zscore(X16) -0.499 -0.414 0.755 0.097
Zscore(X6) 0.575 -0.318 0.731 0.184
Zscore(X9) 0.571 -0.527 0.580 -0.243

表 4 苏北五市现代服务业竞争力各主成分得分表

地区 徐州 盐城 淮安 连云港 宿迁

综合得分 1.70 1.41 0.04 -0.75 -2.40

地区 徐州 盐城 淮安 连云港 宿迁

综合得分 3.11 0.34 -0.64 -1.13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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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工业支撑，提升现代服务业需求
第二产业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也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经济基础和前提。第二产业高度发展在推动

城市化进程的同时，能够拉动现代服务业需求，推动现代服务业规模和层次的提升。因此，在规划构建现
代服务业发展蓝图时，必须坚持工业强市战略，优化产业布局，培育现代新兴产业体系，加快推进新型工
业化发展步伐。
强化工业支撑，一方面，需要加大科技投入，积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着力培育扶持新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此形成新
的产业增长极，培育新的服务业消费热点。另一方面，还需要推动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积极引领
制造业向前端研发设计及后端商贸流通环节拓展，强化产业链配套协作，促进制造业内部服务功能外部
化，重点推动科技服务、创意设计、商务服务、现代物流等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升
服务业发展层次。
（二）立足资源优势，优化服务业空间布局
连云港资源优势明显，发展现代服务业，还需深度挖掘连云港区域位置、特色产业、海洋资源、旅游资

源等方面的优势，理清发展思路，优化服务业空间布局，打造特色化、集聚化、高端化现代服务业体系。
立足交通枢纽建设和港口经济发展，整合提升港口运输、保税物流、国际商务等综合功能，重点布局

发展临港型物流载体，构建物流信息平台，打造以物流产业园为核心的物流产业链。充分发挥出口加工区
和物流保税中心的作用，加强临港产业与保税物流产业互动；立足区位资源优势，以海州服务业集聚区为
重点，加快商贸流通业的市场化建设，积极培育商贸流通业新型业态，引导流通企业向集团化、规模化、品
牌化道路发展。积极推动商务核心区建设，积极发展总部经济、会展经济，构筑一批有区域影响力的高端
商务中心；立足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加快区域旅游中心建设，重点打造海滨旅游、云台山旅游、温泉旅游等
发展片区，加大旅游文化品牌塑造带动住宿餐饮、商贸娱乐等行业发展。
（三）引导投资方向，促进服务业结构优化
在现代服务业发展过程中，要立足长远，充分发挥政府对投资的支持、引导作用，鼓励企业投资到现

代服务业行业中去，促进行业重心从传统服务业向高产出、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转移。坚持“非禁即入”
原则，同时有步骤地开放相关服务业领域，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服务业准入制度，引导资金投向现代物
流、电子信息、金融担保、科技研发、商务咨询、社区服务、教育培训等现代服务业。加快构建以现代化综合
交通运输系统为支撑的运输平台、以规模仓储和自动化管理为支撑的存储配送平台、以现代通信和网络
技术为支撑的信息平台。
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对投资现代服务业企业，在土地出让方面给予政策倾斜。设立服务业

发展专项基金，用于基础公共服务的建设资金和加快服务业发展的引导启动资金。鼓励服务企业通过项
目融资、资产重组、股权置换等方式筹措发展资金。引导风险投资机构、金融担保机构与成长性服务企业
开展项目合作，确保现代服务业企业对资金的需求。
（四）强化制度保障，加大服务业支持力度
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切实落实国务院和省市政府有关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加大

在财税、土地、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强化制度保障，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政策环境。
一是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科技含量高、成长性好的现代服务业及面向居民的育婴托儿、养老院、残

疾人福利等社区服务业、小微服务业实行税收减免政策，鼓励其发展。二是积极推进金融体制创新，鼓励
小贷担保公司、典当公司、资金互助社的发展，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难问题。三是完
善人才引进政策，发展教育和培训，开发人力资源，破解服务业高层人才缺乏、招工难等人才问题。四是搭
建信息交流平台，鼓励企业积极融入“中东西合作示范区”建设及“一带一路”等区域发展中，通过开拓市
场做大做强。
（五）统筹城乡发展，努力推动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历来是相互促进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投资效应、消费效应，为服务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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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4页)
（五）加强政策引导，制定科技投入与创新奖励政策
切实落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化加计扣除税收政策落实，提

高企业研发投入积极性。同时，加强地方科技中介服务力度，帮助企业办理相关认定程序，使企业真正享
受到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带动企业 R&D投入。制定鼓励企业增加 R&D投入的地方性政策。依据国家和自
治区有关政策，借鉴内地省市的经验做法，结合乌鲁木齐市实际，建议逐步实施促进企业增加 R&D投入
的地方性政策。建立提升大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机制。针对乌鲁木齐地区大型工业企业，自治区、
市、区（县）形成三级联动服务机制，帮助企业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对申报国家、自治区创新项目给予指导
和配套资金支持；辅导企业组织大型科研项目并给予引导资金支持；企业在科技投入融资、高科技概念板
块上市上给予政策、资金优先支持；对于 R&D投入比例过低的，按“一企一策”提出针对性提高措施。
（六）保护知识产权，提高企业创新积极性
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强对企业知识产权观念的辅导灌输，使企业充分认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

业发展的重要性。加大专利实施资助奖励力度。鼓励企业自身设立“企业创新奖励基金”，切实落实“专利
申请与授权两奖一酬”奖励办法，制定专利发明一次性奖励制度，充分调动企业全体人员创新积极性。鼓
励企业掌握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结合国家相关政策，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
重要产品的目录，区、市科技计划对列入目录的技术产品的研制予以重点支持。
（七）把握援疆政策，积极争取各方科技资金支持
把握援疆机制，拓宽合作渠道。借鉴渝乌合作模式，发展与多个地区的科技援疆合作机制，借助省内

外研发力量，充分发挥产学研作用，争取各方面的产业技术、人力资源、经费支持。同时，加强东西部转移
合作，在承接东部先进产业转移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消化再创新。通过地区外部力量调动本地区
科技创新。
制定配套资金政策，鼓励企业承担各级科技项目。紧紧围绕国家政策导向，把握国家科技项目申报指

南、重点产业支持方向，组织企业申报国家科技项目，争取国家级科技项目资金的支持；完善厅、市会商
制，将乌鲁木市重点产业、重点工程、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纳入厅、市会商，对在自治区、乌鲁木市给以立项
的重点项目联合支持。
（八）加大对科技创新人才的投入力度
引导企业建立科技创新人才激励制度。在人力资源层面建立一系列激励方式，鼓励研发人员、技术人

员参与课题研究与项目申报工作，用物质激励、精神激励、机会激励相结合，鼓励员工保持持续创新动力。

造了需求，拉动了服务业投资。要充分利用城市化对服务业的推动作用，统筹城乡发展，引导和加快城乡
协调发展的步伐，大力延伸城市服务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进程。
统筹城乡发展，一方面，要积极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能力，释放农村

居民对服务的需求潜能，需求的增加对改善生活质量的服务业相关产业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为服务业的
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要破除一系列制度障碍，加快城市与农村资源、人口的流通，创造条件鼓
励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和住房等社会保障
体系，为进城农民解除后顾之忧。通过这些手段推动城市化进程，为现代服务业规模的增长、水平的提高
注入长期、持久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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