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重点领域任务

重点领域及任务 任务内容

＿｀产业链强链补链

1 保链稳链 重点支持产业链龙头企业及配套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补短板强弱
项， 助力建设更强创新力、 更高附加值、 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2 产业基础再 重点领域：核心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 基础软件、 基础材料、 基础工艺
造 、技术基础等。

二、重大项目推动

L重点领域： 一是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材料、 高端装备、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工业通信业
、医疗器械和医药制造等屈点领域产业链强链补链项目：二是传统制造业智

3 
重大项目

能化、绿色化、 服务化、高端化技术改造项目：三是5G、工、Iv.互联网、 大数
据中心、 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
2. 重大项目标准： 投资额5{Z元以上。

三、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

L钢铁。 重点领域：钢铁行业技术研发、 绿色制造、 超低排放改造、 书能降
耗碳减排等绿色化改造、 循环利用、 智能制造 、 电炉钢、优质高强长寿命绿
色钢材制造、钢铁新材料及高端品种研发及制造、 企业兼并重组、 境内外铁
矿石资源并购及开发、 绿色矿山及智慧矿山建设、 进口铁矿石、 钢铁国际产
能合作等。
2.有色、化工。 重点领域： (1)科技创新：关键基础材料、 节能降碳、清洁
生产、 循环利用、 智能制造、数字化改造等技术工艺和关键设备的研发；
(2)绿色低碳技改：对标先进能耗标准开展节能降碳技术改造， 实施资源综

4 绿色制造 合利用； (3) 资源保障： 战咯资源高质高效高值循环开发利用，保障初级产
品供给； (4)新材料创新发展：高附加值的新材料及战略领域亟需的关键基
础材料生产制造与应用推广。
3. 建材。重点领域1 建材制造业绿色升级改造， 建材新材料（高性能结构材
料、特种无机非金属材料、 先进复合材料等）；水泥协同处理工业废弃物、
垃圾、 城市污泥处埋项目；优势骨干龙头企业实施的横向产业链和纵向产业
链蜇组； 重点企业符合国家政策的技术改造、 循环经济及节能减排项目：服
务国家外交安全战咯、 服务国家资源战咯、 服务中资企业 “走出去 ” 的建材
行业国际产能合作项目。

四、新兴产业发展

重点领域 1 推动汽车芯片的国产化应用。 包括汽车计算及控制芯片、 传感芯
汽车芯片 片、 功率芯片等重点汽车芯片研发制造， 关键车用电子电器产品研制， 以及

具备成熟工艺汽车芯片产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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