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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开发区升级发展“十四五”规划》
解读材料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开发区创新发展的部署要求，根据《广

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的任务安排，加快促进我区开发区转型升级发展，

打造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广西壮族自治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印发了《广西开发区

升级发展“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共

有九个篇章，主要涉及发展基础、战略定位、空间布局、创新引

领、产业集聚、开放合作、强基增效、深化改革以及保障措施等

方面的重点内容。

一、发展现状和面临形势

截至“十三五”期末，我区共有开发区 114 家，规划建设面

积 3854.53 平方公里，建成投产面积 1402.16 平方公里，集聚规

上企业 76307 家。全区开发区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快，综合实力、

经济密度、创新程度、开放深度均居全区前列，成为我区区域经

济发展的主引擎、科技创新的“火车头”、体制机制改革的“试

验田”、对外开放的“主阵地”，也成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的主力

军。

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广西开发区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进

程中仍存在国家级开发区综合竞争力较弱、产业集聚度较低且产

业链协同少、改革动能偏弱且创新效能不高、开放型经济发展环

境与水平有待提升、资源环境约束凸显且基础设施配套滞后等短

板，与东中部省区、西部成渝等地开发区差距仍较明显。“十四

五”及今后一段时期，广西开发区仍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但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进入新发展阶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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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发展形势，广西开发区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大魄力、更广视

野，推动高质量升级不断取得新突破。

二、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

（一）总体思路。“十四五”时期，广西开发区升级建设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自治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的总目标，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抢抓用好新发展机遇，

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主动对接《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系统推进、精准发力，构

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产业链现代化为主线、以制度创新为动

力、以双循环节点为特征、以绿色智能为方向的开放型经济新体

系，推动开发区升级发展迈向新台阶。

（二）体现“五个坚持”原则。“十四五”时期，全区开发

区升级发展要坚持创新引领、开放赋能，坚持强基优链、功能升

级，坚持绿色发展、智慧运行，坚持改革突破、高效发展，坚持

区域协同、系统发展。

（三）明确“四个高地”功能定位。结合中央对广西的定位、

广西对开发区的定位，以及自治区在“十四五”时期将深入推进

的中国—东盟双循环枢纽节点建设、边海联动经济带建设，实施

工业振兴、改革攻坚与创新驱动等重大战略任务，明确开发区转

型升级“四个高地”的功能定位，即引领全区的产业振兴高地、

对接前沿的改革创新高地、陆海联动的产业协作高地、链接

东盟的开放型经济高地。

（四）强调“四个注重”设定发展目标。《规划》明确了

“十四五”时期开发区转型升级发展在定性和定量方面的多维目

标，力争通过五年的努力实现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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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产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基础设施条件大幅改善、开放合作

格局全面优化、产城融合纵深推进。量化目标的确定做到“四个

注重”。一是注重现有基础。全面梳理了全区开发区“十三五”

时期的主要经济指标数据，重点对开发区地区生产总值、制造增

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比重、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速等指标数据进行了详细比对分

析，综合考虑“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长情况，确定目标指标体系，

并测算未来五年的目标值。二是注重目标指标的引导性。立足开

发区的功能定位，结合自治区推进工业振兴的工作部署，做到目

标的实现既有一定压力，同时通过努力又能达到。三是注重做好

有效衔接。目标指标的设置充分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及广西

《关于推进工业振兴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 年)》等规划及

政策方案的有效衔接。四是注重听取各方意见。目标指标体系的

选择和每一项具体目标值的测算，都反复与相关主管部门和行业

专家进行了沟通，做到新的目标指标与部门工作相对接、与新的

发展阶段相适应。

三、空间布局与升级路径

（一）构建“一核二带三区”总体发展格局。按照《广西壮

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明确的加快形成“龙头带动、区带支撑、特色鲜明、

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新格局的部署，提出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的开发区为龙头，以南北纵向主发展轴、珠江-西江经济带沿线

开发区为支撑，以东融先行示范区、桂西北绿色发展区、沿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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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开发区为重点，形成龙头带动、轴带支撑、特色鲜明的“一核

二带三区”转型升级发展新格局。

“一核”：龙头强优，建优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区发展极核。

其中南宁市开发区转型升级为面向东盟、集聚全球资源的高端发

展平台；沿海三市开发区共同打造临港先进制造业和蓝色高新技

术产业基地；崇左和玉林两市开发区升级为绿色发展与“两湾融

合”的产业“两翼”。

“二带”：轴带支撑，提升纵轴横带开发区创新发展能力。

南北纵向发展主轴开发区重点支持柳州、桂林市开发区打造全区

开发区高新化、智能化转型主战场，协同南宁、北海打造成全区

创新型经济增长“主脊”。东西横向珠江—西江经济带沿线开发

区，重点支持西江流域开发区绿色转型，疏通区域各类开发区协

同首府、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连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流通循环，

积极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建设沿江绿色制造重要基地，构建珠

江—西江流域生态屏障。

“三区”： 优势转化，探索特殊区域开发区特色升级新路

径。边海联动，创新沿边地区开发区协动升级新路子。重点支持

沿边地区开发区依托边境口岸，建设边海联动产业带。跨域协同，

拓展贺州市开发区东融升级新空间。借力贺州东融先行示范区先

导效应，推动开发区与珠三角地区共建产业合作平台，建设“双

总部”“双基地”，打造广西开发区东融“第一站”。差异发展，

创新桂西北绿色发展区转型发展新模式，做强做优绿色产业链，

打造广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基地。

（二）升级整合，推动各类开发区扩容提质。稳步有序推进

开发区扩面提质、扩区拓容、调整升级，高标准建设高水平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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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推进全区开发区实现“量质双升”。支持有条件的开发区升

级或设立国家级或自治区级开发区。有序推进部分开发区整合、

扩区和升级。推动各类开发区功能优化升级，引导经开区发挥综

合优势，建设一批千亿元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全区产业振兴主

引擎与国际产能合作重要平台。到 2025 年，聚力打造千亿元园

区 10 家，500 亿园区近 10 家，100 亿园区近 60 家。

四、创新引领与产业集聚

（一）“科技强区”引领，培育壮大转型升级发展新动能。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为依据，突出强调创新驱动的内容要求，

实施“科技强区”行动，聚焦科技创新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引

领开发区转型升级。重点明确要提升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水

平，实施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坚，重点在汽车、机械、电子信

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领域，发布年度揭榜攻

关计划。加快补链强链延链的科技成果转化，引聚新型研究机构。

布局建设一批战略科技、应用创新平台，提升开发区创新链支撑

能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和社会创新活力，实施

创新主体增量提质行动，打造创新型企业集聚区；构建与国际接

轨的人才创新创业服务，打造最具竞争力的创新创业生态。

（二）聚焦“三大主攻方向”，立足“四大重点领域”，打

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及广

西《关于推进工业振兴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 年)》为依据，

立足开发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关键要素，结合未来产业发

展趋势，聚焦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倍增、新业态新

动能培育三大主攻方向，总体围绕高端先进制造业、传统优势产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四大重点领域的产业枝干、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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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路径和重点项目支撑进行谋篇部署。一是壮大先进制造业产业

集群。重点聚焦化工新材料、电子信息、机械装备、汽车等重点

产业的强链补链延链，着力提升产业科技含量与产品创新能力，

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二是增强传统优势产业核心竞争力。重

点聚焦有色金属、绿色家居、绿色食品、绿色建材、纺织服装与

茧丝绸、造纸等，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

级，创造传统产业集群新优势。三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充分与《广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相衔接，

以培育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为导向，重点锁定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汽车与智能汽车、生物医药、前沿新材

料、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结合各地开发区实际布局发展一批产业

配套能力强、集聚程度高、市场影响力大、集成创新活力强、创

业环境好、辐射带动强的产业集群。四是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

平。重点立足各地开发区现有基础，建设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扩

大服务业开放水平，提升园区总部经济、金融服务、专业服务、

电子商务、服务外包、新兴数字服务业核心竞争力。

五、开放合作与强基增效

（一）融入“双循环”，重塑开放合作新优势。结合我国“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立足广西的独特区位，充分发挥开发

区开发开放的核心功能，对开发区如何与 RCEP 规则相对接，形

成全方位开放发展运行机制，如何在重点领域开放取得新突破，

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贸易投资新高地进行谋篇。一是融入区域产

业协作大循环。借力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重要开放平

台，推动各类开发区深度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共建桂粤港澳供应

链走廊；高水平建设省际合作园区、自贸试验区协同创新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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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多层次融入国内大循环。二是构建特色跨境制造产业链关

键节点。支持国内外企业以中国和东盟为主要市场、以广西为基

地，将制造业的重要环节布局在广西开发区内，打造内联外合、

承上接下的“3+1”区域性国际加工制造关键节点。重点打造面

向东盟的电子信息、汽车、高端金属新材料、化工新材料等四条

标志性跨境产业链和机械、绿色食品、轻工轻纺、生物医药、智

能家电等 N 条有区域竞争力的跨境产业链。三是构建跨境服务

业“双循环”节点枢纽。以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

新与沿边体制机制创新为牵引，以跨境产业链带动跨境物流、跨

境贸易、跨境金融、跨境劳务等跨境服务业发展，建设沿边高水

平开放高质量发展高地、国家稳边固边兴边富民模范区。四是深

度嵌入对外投资与合作“双循环”。支持开发区以“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引领，立足区域优势，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平台，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协作网络，打造国际国内“双

循环”节点枢纽。

（二）突出强基增效，促进开发区转型升级基础再造。立足

开发区现有基础设施薄弱的实际，重点强调要补齐传统基础设施

短板，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健全供应链物流设施体系，优化

绿色发展体系，推动开发区向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升级。结合“双

碳”战略目标要求，开展低碳示范园区建设工程、生态绿色示范

园区创建工程。力争到 2025 年，国家级开发区实现“七通一平”、

自治区级开发区及 35 个重点工业大县园区实际开发范围全部实

现“五通一平”，建设绿色园区、智慧园区各 30 家以上。

六、深化改革与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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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改革，释放体制机制创新活力。聚焦开发区转型

升级发展在体制机制方面的难点堵点问题，突出深化管理体制机

制改革的关键点，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园区建设与运营模

式创新，强化政策精准支持等方面着力，加速从更大范围、更宽

领域、更深层次释放发展活力。

（二）强化保障，推进开发区健康有序发展。坚持党对开发

区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加强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

和信息化厅、商务厅、北部湾办等部门对开发区建设发展工作的

指导、服务、协调和监督管理职能；出台一批先行先试的政策措

施，建立政策动态调整机制，实现政策链、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无

缝对接；构建具有开发区特色的“放管服”综合改革体系，推动

营商环境集成式改革走在全区前列；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严格执

行能耗“双控”和节能评估审查制度，强化环境影响评估；充分

发挥各设区市和各开发区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开发区统计监测与

评估制度，全力完善规划的实施机制，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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