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2020年度重点任务落实情况

主要职责 序号 年度任务 落实情况

一、疫情防控
工作

1 做好北京疫情防控所需口罩生产保障任务。
在各区、各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市口罩产能快速释放，日生产量2月20日首次突破200万支，2月24日
突破250万支。截至12月24日，累计生产口罩超过10.69亿支。

2
做好本单位疫情防控工作，实现“零感染”目
标。

1.严格落实我市防疫要求，加强机关人员教育和出京管理，为机关人员发放防疫口罩和消杀用品，及
时监控人员身体健康状态，实现本单位“零感染”目标。
2.我局贾晓丰同志荣获全国抗疫先进个人，生物与医药产业处党支部被评为北京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集体。

二、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

3
落实《关于加快培育壮大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北
京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相关工作。

1.制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五新”政策措施年度督查任务台账》《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五新”政策
措施年度督查项目台账》，编制新基建、新服务、新开放、新消费、新场景任务年度目标。
2.按月汇总“五新”任务落实情况，先后2次接受全市“五新”落实情况现场督查。

三、产业发展
规划

4
组织开展重大专题研究，科学编制“十四五”
规划。弘扬专业精神，善于运用新理念、新技
术、新方法，提高政府服务和治理效能。

编制完成“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初稿。

5 深入落实5G产业发展行动方案。

1.2020年本市新增5G基站超1.5万个，累计建设超3.2万个5G基站。
2.深入落实5G产业发展行动方案，研究编制5G测试仪表、关键器件、计算平台、无线设备、产品终端
五个细分领域发展方案，持续推进5G细分领域发展，加快推进应用场景建设。
3.5G+8K产业园区总建筑面积约28000平方米，工程建设投资约2.8亿元。目前主体建筑工程进度已完成
90%以上。超高清视频制作技术协同中心组织制定园区整体方案规划，完成了《5G+8K产业园规划草案
》。

6
以更大力度促进高精尖产业发展。出台我市构
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施方案。

1.联合市科委印发《高精尖产业集群细化方向工作方案》，将十个高精尖产业细分为近30个方向，发
布《北京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北京市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行动纲要
(2020-2022年)》《北京市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等政策。
2.完善全市高精尖重大项目库，对项目落地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协调相关部门解决，对于重大问题及时
报市领导解决。推进了中芯北方12英寸生产线、奔驰新能源汽车、三一智能工厂、阿里巴巴总部等一
批代表性项目建设。
3.优化高精尖产业资金由征集制、评审制变为普惠制。高精尖产业基金已公示合作子基金27支，管理
规模220亿元。
4.配合市发展改革委编制《北京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施方案》。



四、统筹产业
创新发展

7
支持发展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开工建设北汽新
能源高端智能生态工厂、京东方生命科技产业
基地等重点项目。

1.关于发展燃料电池汽车产业方面，与大兴区政府一同就《京津冀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实施方案
》进行五部委专家答辩，持续推进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申报工作。
2.北汽新能源高端智能生态工厂人防车库主体结构完成。
3.京东方生命科技产业基地01地块目前正在申报立项手续，02地块正在进行基础施工，03地块于11月
20日土地挂牌入市，12月23日摘牌确认。

8 加快推进中德、中日国际合作产业园建设。

1.加快推进中日、中德国际合作产业园建设，协助形成稳定的产业园规划文本。目前，中日、中德国
际合作产业园均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园区和产业规划。中日国际合作产业园正式被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
为北京中日创新合作示范区。中德智能制造产业协会成立，并举办中德智能制造合作发展与展望论坛
。
2.协助中德、中日国际合作产业园组织有影响的招商推介活动3次。目前，中日国际合作产业园已签约
企业7家，中德国际合作产业园已签约企业8家。

9 国联汽车国家动力电池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

国联汽车国家动力电池制造业创新中心完成350-400Wh/kg电池原型开发。探索了固态电池体系技术路
线，开展了固态电解质和固态电池的研究设计工作，完成全固态电池原型开发。开展了动力电池安全
性、耐久性等共性技术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基于高镍/硅基体系的60Ah软包电池在极端测试（针
刺）条件下，安全性能得到显著提升。建设完成测试验证平台，获得了CNAS、CMA资质，进入工信部装
备工业发展中心关于道路机动车辆准入检测机构备案目录，同时通过ECE-R100和UN 38.3授权资质，获
批筹建“国家车用动力电池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目前已全面为行业开展测试验证服务。

五、推进绿色
发展和产业提
升改造

10
继续推进一般制造业企业、区域性专业市场和
物流中心疏解。

1. 2020年，全市共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113家，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2.开展《北京市工业污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及设备淘汰目录（2017年版）》修订研究工作，形成
新一版退出目录征求意见稿。

11
加大工业大院和镇村产业聚集区清理整治力
度，全面完成挂账任务。

2020年全面完成大兴区、昌平区、通州区5个工业大院和昌平区、怀柔区10个镇村产业聚集区清理整治
任务。

六、促进本市
中小企业发展

12
发挥全市减轻企业负担联席会议统筹协调作
用，加强对各区、各部门清欠工作的督促指
导，继续做好我市清欠工作。

1.2020年3月30日，印发《北京市2020年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方案》。
2.我市于8月底全部清偿无分歧欠款，提前完成无分歧欠款“清零”的清欠任务。

七、指导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
发展

13 扎实做好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建设。

1.海淀园核心区主体大楼项目加快开展土方施工与清运，孵化区完成腾退面积约3.8万平米。
2.11月3日，通州园正式开园，《通州区西集镇TZ07-0102-0040等地块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完成备案。
至此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三个园全部开园，“三园协同、多点联动、辐射全国”的网络安全产业格
局基本形成。
3.信创园持续推进信创企业入驻和配套保障工作，国家通用软硬件攻关适配中心搭建完成，国家信息
技术应用创新展示中心已竣工，测试验证平台综保中心建立服务窗口，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办公空间初
步建成。
4.截至目前，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已完成注册（含迁址）企业119家，包括海淀园31家，通州园28家，
经开区信创园60家。



八、统筹协调
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工作

14

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聚焦
交通、旅游和个人诚信等重点行业和领域，推
进京津冀三地信用标准协同、信用监管和信用
激励联动，创建国家守信联合激励示范区，支
持三地机构联合创建“京津冀信用科技实验室
”。研究个人信用领域开放管理办法。

1.发布《开展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北京市失信信息信用修复和异议处理暂行办法》
《加快推进北京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
》。
2.支持北京及天津、河北等地信用机构初步建成“京津冀信用科技实验室”。
3.推动京津冀三地签订了《京津冀区域协同社会信用标准框架合作协议》，印发了《京津冀全国守信
联合激励试点建设方案（2020—2024年）》。
4.形成《个人信用数据对外资或合资信用机构开放可行性研究报告》。

九、统筹推进
本市大数据、
信息化工作

15
深入实施大数据行动计划，建立社会数据采购
与使用机制。

1.按照全市社会数据“统采共用、分采统用”的原则，持续推进社会数据汇聚，目前市大数据平台累
计接入电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等690余亿条数据，持续向相关市级部门和区提供共享，支撑20余项重
点业务应用。
2.市级大数据平台2.0已上线运行，运行状况较好。
3.逐步打通市区数据通道，目前17区（含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均已实现“上链”。
4.印发《北京大数据行动计划2020年重点工作任务》。

16 开展京津冀大数据实验区应用试点。

1.加大对旷视、百度、寒武纪等企业服务力度，支持开展科技战役、智算中心、人工智能超高速计算
中心、L4级自动驾驶等项目。组织企商在线、寒武纪、腾讯云等公司联合打造北京市人工智能新基建
示范工程。
2.推动北京北方企业集团公司与北京易华录公司共同建设“首都数据湖”昌平园区；协调成立易华录
数据湖（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推动易华录公司与中移软件签署《蓝光存储产品合作协议》。
3.编制《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设立方案》。
4.推动张北云计算产业基地服务器规模达38万台。

17 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切实维护网络安全。

1.扎实开展政务网络安全检查工作。7月组织各单位进行自查并提交自查报告。
2.7月中旬至8月上旬，开展第一轮安全技术检测工作并通报检测结果，8月底前，相关单位向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书面反馈第一轮检测问题的整改结果。8月下旬-9月中旬，开展第二轮安全技术检测工作并通
报检测结果。
3.9月上旬-10月，对25家单位开展政务网络安全现场抽查工作。

18

建立以区块链技术为支撑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和业务协同机制，开展“秒批”“无感审批”
等智能场景应用，实现更多事项全程网办、
1000项事项移动端办理

1.依托目录区块链，市政务服务局共享了市人力社保局、市市场监管局等20余个市级部门和区1100余
个数据项、3亿条数据，用于支撑其向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报送监管对象数据、企业法人统一用
户空间和个人用户空间信息查询验证等业务应用。结合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金
融局等3部门和5个试点区的应用需求，共享了市发展改革委、市民政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等19个市
级部门的1130余个数据项、2.2亿条数据，全面支撑政务服务区块链应用场景建设。
2.推动“北京通APP”3.0上线运行，接入市级部门近1000项服务。



十、工业、软
件和信息服务
业、信息化领
域对外合作与
交流

19
支持共建园区发展。促进城市副中心与廊坊北
三县联动发展。

1.推进曹妃甸首钢高强度热基镀锌生产线项目主体设备安装完毕并开展产品调试，巴威公司成立的高
端制造子公司已正式开工建设。
2.北京•滦南大健康产业园：北京贞玉民生药业有限公司滦南分公司已建成两栋标准厂房，预计2021年
春季投产。北京同沃科技有限公司滦南分公司正网上办理开工许可证。
3.北京.沧州渤海生物医药基地：北京东华原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沧州分公司中药煎药、包装设备及
耗材生产等5个项目主体竣工。
4.依托科博会、服贸会等搭建京津冀产业交流平台组织产业对接交流活动。
5.推荐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国机智能技术研究院、海尔数字科技等利用优质科创资源与北三县
企业对接，促进城市副中心与北三县联动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