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2024年度江苏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推荐汇总表
设区市工信部门（盖章）：

序
号

集
群
名
称

所
在
设
区
市
(县
、
市
、
区
）

集
群
主
导
产
业

一、主导产业 二、创新能力情况 三、数字化升级情况 四、绿色化转型情况 五、开放合作情况 六、治理和服务水平

集群近三年总产
值（亿元）

集群主导产业产值增
速（%）

集群
企业
数量

其中：

集群已开展的产业链
强链补链工作（勾

选）

集群已开
展的产业
链资源协
同协作工
作（勾
选）

集群已开
展的质量
品牌建设
工作（勾

选）

获得中小企
业双创示范
基地、特色
小镇、特色
创新（产

业）示范园
区等优质产
业集群相关
荣誉数量

集群中小企
业近三年研
发投入强度

（%）

集群中小企
业近三年研
发经费增速

（%）

参与集群主
导产业相关
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制定数量

创新平
台建设
数量 集

群
内
中
小
企
业
从
业
人
员
数

集
群
内
中
小
企
业
研
发
人
员
占
从
业
人
员
比
例
（%
）

集
群
中
小
企
业
PCT
国
际
专
利
申
请
量

集
群
中
小
企
业
近
三
年
有
效
发
明
专
利
年
均
增
速
（%
）

集
群
每
万
人
有
效
发
明
专
利
拥
有
量

集
群
内
中
小
企
业
有
效
发
明
专
利
拥
有
量

集
群
企
业
上
云
比
例
（%
）

集
群
企
业
标
识
比
例
（%
）

集
群
中
小
企
业
工
业
互
联
网
平
台
应
用
普
及
率
（%
）

工业软件采
购金额

（万元）

集群已开
展的数字
化服务工
作（勾
选）

集群已开
展的数字
化新模式
新业态推
广工作

（勾选）

省级
以上
智能
制造
、工
业互
联网
以及
其它
新模
式新
业态
试点
示范
项目
数量

是
否
建
立
集
群
碳
排
放
监
测
机
制

近三年单位产值
二氧化碳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万

元）

近
三
年
单
位
工
业
产
值
能
耗
降
低
率
（%
）

集群已开展
的绿色低碳
相关工作

集群绿色制造体系
建设水平

集群
或集
群内
企业
在境
外设
立分
支机
构数
量

近三年集群主导产
品出口贸易额增长

率（%）

近三年集群外商直接
投资额增长率（%）

集群内机
构或法人
已开展的
国际合作
交流活动
（勾选）

集群已开展
的发展环境
治理工作
（勾选）

集群中小
企业公共
服务平台
建设情况
（勾选）

集群提
供中小
企业公
共服务
情况
（勾
选）

集
群
是
否
制
定
未
来
三
年
发
展
规
划
且
规
划
合
理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三年
平均
增速

与集
群主
导产
业相
关的
规上
工业
企业
数量
（

2023
年）

集群
中小
企业
数量

主导
产业
相关
的国
家高
新技
术企
业数
量

主导
产业
相关
的专
精特
新中
小企
业数
量

主导
产业
相关
的专
精特
新“
小巨
人”
数量

主导
产业
相关
的制
造业
单项
冠军
企业
数量

国
家
级

省
级

市
级

202
1年

202
2年

202
3年

202
1年

202
2年

202
3年

202
1年

202
2年

202
3年

国
家
级

省
级

202
1年

202
2年

202
3年

202
1年

202
2年

202
3年

近
三
年
累
计
降
低
率
（%
）

绿
色
工
厂
数
量

绿
色
工
业
园
区
数
量

绿
色
供
应
链
管
理
企
业
数
量

绿
色
设
计
产
品
数
量

202
1年

202
2年

202
3年

三年
平均
增长
率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三年
平均
增长
率

□绘制产业链图谱，
开展产业链培育
□形成产业链技术难
点清单或创新项目

库，建立“揭榜挂帅
”、“赛马”或众创
众包等激励机制
□联合集群上下游企

业，组建创新联合
体，开展产业链联合
攻关
□引入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开展产业链
关键环节产学研协同
创新
□建有产业链上下游

产供销一体化协同协
作机制
□与产业链“链主”
企业建立稳定合作配

套关系
□与先进制造业集群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地建立稳定

合作配套关系
□开展供应链风险评
估工作，建立供应链

□开展通用
生产设备共

享

□开展物流
、仓储、设
计等服务资
源共享

□开展人力
资源共享
□开展同类
设备和产品

的集中采销
□建立共享
车间、共享
工厂

□开展了

先进质量
管理模式
推广

□开展了

质量诊断
服务
□建立了
品牌运营

、品牌管
理标准宣
贯等机制
□获得了

集体商标
、地理标
志产品批
准认证或

证明商标
通过注册

□引入了数

字化系统解
决方案服务
商

□开展了数

字化共性解
决方案开发
和诊断等服

务

□开展了两
化融合管理
体系推广工

作

□开展了智
能制造能力
成熟度评估

或数据管理

能力成熟度
评估等推广
工作

□建有国
家智能制
造、工业

互联网以

及其它国
家新模式
新业态试

点示范项

目
□建有省
级智能制
造、工业

互联网以
及其它国
家新模式
新业态试

点示范项
目
□开展了
智能制造

、工业互
联网等新
模式新业
态创新应

用推广

□开展了节
能诊断，建

立节能管控

系统、余热
余压回收设
施等

□开展了碳

排放和碳足
迹监测与核
算等
□建立了水

资源梯级循
环利用、工
业废弃物分
类分级利用

设施等
□开展了清
洁生产评价
等工作

□开展了绿
色制造系统
解决方案推
广

□建立或参

与主导产业

国际合作机
制
□与境外产

业园区形成

较为稳定的
合作关系
□引进了国
际领先技术

、先进管理
经验或高端
人才团队等
□参加中国

国际中小企
业博览会等
展会类活动
□承办主导

产业国际研
讨会或技术
交流会

□建立了专
业化发展促

进机构、开

展共商共建
共享
□建立中小

企业政策宣

贯与对接机
制
□建立了中
小企业合法

权益保护机
制
□建立了公
共服务效果

考核机制
□建立安全
生产源头管
控和隐患排

查机制
□运用了数
字化手段提
升治理能力

□建设或

引入国家

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
示范平台

□建设或

引入省级
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

示范平台

□建立了
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

平台

□信息服

务

□创业辅
导
□创新支

持  

□人员培
训
□市场营

销

□投融资
服务
□管理咨

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