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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局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紧扣年度目标，加强统筹，推动各项绩效任务顺利实施。

一、总体情况

积极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推动应对措施贯彻落实，1-11 月份，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1-11 月份，软件信息服务

业实现营业收入 11337.1 亿元，同比增长 14.6%。坚持以会引才、

以会促产，成功举办 2019 世界 5G 大会、2019 世界机器人大会、

2019 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2019 第 23 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

等重大活动。加快 5G、工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建成 5G

基站 16000 余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北京）已

正式接入 10 个行业二级节点，运营指挥中心具备对 5个国家顶级

节点的管理和监控功能；世园会“5G+自动驾驶”“5G+超高清显

示”“5G+健康医疗”“5G+无人科技”等典型场景示范应用成效

明显。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当好行业服务管家，对全部“服务包”

企业上门服务。加强预算管理，一般性支出压缩幅度不低于 5%。

突出抓好七十周年庆典保障，高标准完成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世园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重大活动和重要

时期无线电安全和通信服务保障任务。

二、主要做法及工作成效



（一）多措并举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统筹用好产业基金，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高精尖基金确认合

作子基金21支，认缴规模205.81亿元，其中母基金认缴规模44.06

亿元，完成投资决策项目 93 个，投资决策总额 58.37 亿元；投资

于制造行业的项目合计 53 个，投资决策总额约 37.61 亿元；科创

基金确认合作子基金 4支，认缴规模 74 亿元，其中母基金认缴规

模 14.27 亿元，有效支撑我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普及推广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加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组织贯

标试点企业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培训，2019 年遴选贯标试

点企业 111 家，22 家贯标试点企业通过评定。

（二）成立工作专班壮大高精尖产业

牵头组建十大高精尖产业落地工作推进专班，推动各区成立

高精尖产业项目落地专班，建立了全市统一的高精尖项目库。截

至 2019 年 11 月在库项目 202 项，预计总投资 2384 亿元。2019

在库拟落地项目 56 个，其中已落地 45 个，已开工 38 个。编制形

成《关于稳定制造业投资加快高精尖项目落地的指导意见》并提

请市政府研究审议。推动奔驰新能源项目第一款车型投产，8K 转

播车集群创新项目车体完成交付，中芯北方 12 英寸集成电路项目

土建全部完成。支持“科技冬奥”，围绕冬奥组委创新产品需求

推荐了 98 家企业。

（三）加快以创新中心为核心的产业创新体系建设

2019 年，创建我市第 3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智

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在特种机器人、超高清视频、集成电路装

备、数字化设计与制造、信用科技等领域布局 5家市级产业创新

中心。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目前突破比能量 300Wh/Kg 锂离子动



力电池产品设计的关键技术问题。以告知承诺制方式新认定 45 家

企业技术中心，新创建 23 家市级高精尖设计中心。组织 2 批共

25 家企业参与工信部公共服务平台投标。

（四）持续推动京津冀经济和信息化协同发展

今年以来推动京津冀三地开展产业交流对接 10 余次。支持北

京（曹妃甸）现代产业发展试验区建设，首钢京唐二期一步工程

项目竣工，金隅曹妃甸示范产业园等一批战略性项目落地开工。

阿里张北云联数据中心、阿里数据港张北数据中心等投入运营，

共安装服务器约 24 万台。推动建设滦南（北京）大健康国际产业

园建设，已签约项目 50 个，计划总投资 174.5 亿元，落地项目

17 个。开展京津冀大数据实验区应用试点，探索三地数据开放共

享。完成《京津冀全国守信联合激励试点建设方案（2019—2023

年）》。

（五）下功夫推动我市工业产业绿色发展

全年共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 399 家，完成 17 家聚集区的整治

升级验收，超额完成任务。加快推动我市工业产业绿色发展，21

家企业入选市级绿色工厂，9家企业入选市级绿色供应链，3家企

业 8个产品入选市级绿色设计产品；其中 18 家企业入选国家级绿

色工厂，6家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供应链，3家企业 8个产品入选

国家级绿色设计产品。

（六）坚定不移促进民营和中小企业发展

开展专项清欠行动，截至 11 月底，全市已清偿账款金额 72.2

亿元，超额完成国家要求的目标。完成《北京市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条例》（征求意见稿），依托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累计服务

中小企业 6万余家次，开展服务活动 76 场，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及奖励项目共计 57 项；引导担保机构和租赁机构支持

小微企业约 1400 家，涉及资金约 40 亿元。向工信部推荐国家级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7家，国家级小型微型示范基地 4家。

（七）升级信息消费积极创建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2019 年我市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

放内需潜力的行动计划（2019-2022 年）》，被工信部推荐为全

国首批综合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京东之家、美团等 10 个项目入

选 2019 年全国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包含 40 个信息消费项目

的《北京市信息消费案例集（2019 年）》已上线。举办了全国信

息消费城市行北京站活动，推动成立“信息消费共同体”，支持

共同体企业开展线下交流活动。发布《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发

展规划》，形成海淀园、通州园和经开区信创园“三园协同、多

点联动、辐射全国”的总体布局。

（八）集中力量推动北京大数据行动计划任务落实

加快建立“职责-数据-库表”三级目录体系，依托市级目录

链，组织市级部门、区、数据专区等不同类型机构有序“上链”。

截至目前，53 个市级政府部门已基本完成职责目录、关键数据目

录和信息系统“上链”。市大数据平台 V1.0 同步上线，链上数据

共享流程同步启动。制定《2019 北京市政务信息系统入云工作方

案》，截至 12 月 26 日完成 1020 个系统入云。起草了《公共数据

管理办法》，率先建设公共数据开放创新基地，探索以“创新竞

赛”“授权开放”的方式推进医保、金融等领域数据有条件开放。

面向社会征集大数据应用场景 300 余个，推出第一批试点示范项

目。通过数据汇聚共享，有效支撑了领导驾驶舱、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一网通办等重点领域应用开发。



（九）统筹协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着眼推进信用立法，完成了《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草案）》

的编制。将信用数据归集工作统一纳入大数据行动计划，突破政

务信用数据归集和业务应用短板，强化系统对接和信息共享。落

实国家签发的 43 个联合奖惩备忘录，出台了违法建设、物业管理、

环境保护等 12 个地方联合奖惩政策文件。依托市公共信用信息服

务平台建设了全市统一的信用联合奖惩信息管理系统，将公共信

用信息查询嵌入到了市行政服务中心审批平台。“信易贷” “信

易租”“信易行”“信易游”等系列“信易+”应用示范项目顺利

推进。

（十）积极推动经信领域对外交流合作

制定《北京市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工作方案》。完善经信

领域企业“引进来”“走出去”项目信息库，含重点走出去项目

80 个，重点引进来项目 40 个。成功举办 4 项“一带一路”政策

宣贯和项目对接活动。完成 6期《经信国际》，提出北京高精尖

产业海外园区建设的对策建议。深化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共组

织产业对接 15 次，带领 82 家重点企业、24 个行业协会和 6个区

的经信部门共计 193 人次出京开展产业对接工作；组织 50 家北京

企业参加受援地在京产业推介会。

三、存在的问题及下步工作

看到成绩的同时，深知执法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下一步，

我局将以推动全市经济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深入实施高

精尖产业发展系列指导意见和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与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规划，扎实落实大数据行动计划，加快推进信用立法，支

撑城市治理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