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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A类〕

〔公开〕

昆发改地区函〔2023〕25号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政协昆明市第十四届二次会议
第 142004号提案答复的函

市侨联：

贵单位在政协昆明市第十四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提升

园区人口集聚水平促进昆明工业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建议》收悉，

已交由我委负责主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教育体育局、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市政务服务局协办。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建议主要内容

建议提出，要强化园区公共服务，提升园区人口集聚水平，

不断促进昆明市工业园区产城融合发展。一是完善园区基础设施

及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探索建立政府主

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市政公用事业投入机制，支持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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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完善产业园区公共服务规划，对已规划建设公共服务的

园区充分明晰发展目标加快建设，对已中断建设公共服务的园区

利用市场化方式搭建政府与园区的服务性桥梁，弥补园区公共供

给不足问题。二是理顺园区公共服务管理机制。授予园区经济和

社会管理权限，为园区发展、公共管理服务提供必要的空间、资

源和权限。在市级层面统筹制定针对性强的扶持政策，在生产要

素配置方面为园区提供有效服务和保障，打造政策和服务“洼地”。

三是推动园区公共服务分级分类建设。采用功能混合、复合利用

和综合开发的手段，合理布局园区公共服务设施，适宜发展镇园

一体的区域按照“镇园相依、产业互补、市政统一、整体推进”的

发展思路，完善工业园区配套保障功能，将工业园区打造为行政

管理、生产保障及生活配套的综合性服务基地。四是推进园区人

才引进政策落地。精准技术工人的引进，精细化把握园区人才需

求和人才市场结构，建设人才智能化信息平台，为园区从业人员

提供信息服务。

二、办理情况

（一）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1.强化资金保障。用好中央、省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专项

债，统筹安排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2022年至今，争取到

省级预算内资金 800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 10.4亿元，累计下达

1100万市级前期费，安排市级工业园区专项资金 1202亿元，用

于安宁园区水电路气基础设施建设及产业集群打造。充分发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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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资金的杠杆作用，设立金融铺底风险金，建立财政贴息机制，

撬动金融机构，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园区建设，2019年，嵩明以现

代农业科技示范园为核心实施了农综改项目，撬动社会资金 1.19

亿元，占总投资的 36.23%，一定程序上缓解了园区融资难的问题。

2.制定整体规划。印发实施《昆明市“十四五”工业产业布局规

划》，引导各园区将功能定位、主导产业布局、土地集约利用、入

园标准、绿色安全发展等内容纳入总体规划。同时，以园区需求

为导向，按照配套现代化、服务智能化、环境绿色化的要求对园

区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整体规划，明确各园区要加大电力、燃气、

供水、通信、道路、消防、防汛、人防、治污等设施建设力度，

强化配套服务。

（二）园区公共服务管理方面。

1.优化政务服务。昆明市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

年 4月印发了《昆明市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 2023年工作方

案》，要求各县（市）区、滇中新区、开发（度假）园区、自贸试

验（经济合作）区健全完善政务服务和投资项目帮办代办。以“园

区办事不出园”为目标，在园区设施建设项目审批代办点，有条件

的园区设置审批服务窗口，为项目招引落地、建设实施、竣工验

收、投产达产等实施动态管理和全生命周期“妈妈式”全程帮办服

务。市政务服务局 2023年 4月印发了《昆明市政务服务实体大厅

管理规范（试行）》，鼓励园区设立重大项目政务服务“绿色通道”。

为园区发展、公共管理服务提供了必要的空间、资源和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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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要素保障。为加快全市开发区和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

形成新集聚效应和新增长动力，昆明市政府于 2021年出台了《中

共昆明市委 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开发区及产业园区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昆发【2021】12号），明确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

土地指标跟着项目走，加大土地盘活力度，支持各县（市）区、

国家级开发区通过创新产业用地分类、鼓励土地混合使用、提高

产业用地土地利用效率等方式，满足园区用地需求，嵩明现代农

业科技示范园区实现以村委会托管方式土地规模化流转面积 9255

亩，并通过龙街、哈前等村维护盘活农村闲置荒山、土地 3000亩，

带动乡村养殖、旅游产业发展，实现村集体增收。

3.积极推进产业园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昆明市出台了《昆

明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实施方案（试行）》和《昆明市保障性租

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政策上明确支持产业园区配套用

地新建、改建和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积极将昆明市市域内的工

业产业园区纳入到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发展范围中，保障性住房

主要面向园区企业职工供应，由企业自行分配管理。自 2021年以

来，昆明市共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40个，其中包含工业产业

园区配套用地建设的保障性租赁住房 6个项目，共 6934套。6个

项目共争取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0.83亿元。截止目前，高新区闻讯

实业闻泰昆明智能制造产业园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二期项目 1409

套已建成，并已分配给本企业员工入住，有效解决了园区企业职

工住房困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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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园区公共服务分级分类建设方面。

昆明市高标准推进园区“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发

展需要，支持园区教育、医疗、文化、社区服务等设施建设，支

持园区净化、绿化、美化工程，打造宜居宜业园区。明确片区产

业升级路径、主导发展模式、产业用地规模、公共配套设施，意

向引入重大产业项目等内容，并按照产城融合原则和高标准城市

设计要求，合理布局各类产业空间、配套设施和公共空间。“十三

五”期间，昆明海口工业园区严格按照“一园两片三板块”的空间发

展布局，把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重点推进新型现

代工业产业、海口现代新城、白鱼口休闲旅游三大板块，形成精

细磷工化、光机电、机械制造、现代服务、休闲旅游五大产业为

一体的融合发展区域，产城融合取得一定成效。“十四五”，海口

工业园已制定出台《昆明海口工业园“十四五”产城融合发展规划》

（2021-2025），规划的实施将科学统筹空间功能布局，不断优化

产城融合发展格局。

（四）园区人才引进方面。

《中共昆明市委 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开发区及产业园

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昆发【2021】12号）已明确，要建立园

区人才需求信息库，畅通园区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的高级

职称评审绿色通道。鼓励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才与园区企

业高层次人才“双向兼职”，支持园区事业单位特设岗位引进优秀

高层次人才。建立校企园联合培养人才新机制，鼓励企业与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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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院校合作，按照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要求，开展技能人才培

训，按规定给予补贴。《意见》实施后，昆明经开区（自贸试验区

昆明片区）及时响应并制定出台了《昆明经开区（自贸试验区昆

明片区）支持人才发展措施》，对辖区范围内园区企业高级人才、

科技人才、教育人才、境外人才、技能人才及人才创业平台的扶

持方式及补贴金额等予以了具体明确并逐一兑现，吸纳了各类人

才前往园区，打造了高层次人才高地。此外，为了将经济发展优

势、产业集聚优势、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官渡

区高标准、高起点建设和打造了云南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形成人力资源招聘、高级人才寻访、人力资源外包、培训等业态

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截止目前，云南民族大学南亚东南亚留学生

创新创业基地、云南农业大学南亚东南亚跨境人才服务中心等 39

家企业均已相继落户，极大地方便了昆明市各园区的人才引育留

用。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十四五”是加快昆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强化园

区公共服务，提升人口集聚水平，注重把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有

机结合起来，按照“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产城一体、融合发展”

模式，打造宜居宜业宜业的示范区，才能不断带动昆明城市规模

经济发展。下一步昆明市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支持园区产城融

合发展：

（一）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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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等部门将继续

指导园区结合发展需求，科学包装项目，积极争取中央、省预算

内投资和地方政府专项债，统筹安排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

鼓励其他园区借鉴嵩明以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经验，科学撬动社

会资本，强化园区教育、医疗、文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不断降

低职住分离度，提升人口集聚水平。

（二）园区营商环境优化方面

开辟园区重大项目审批服务绿色通道、快速通道，实施并联

审批、容缺审批、全程代办，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力争做到“拿地

即开工”，形成项目落地建设“开发区速度”。依法依规精准赋予

开发区职能匹配的经济管理权限，实现“园区事园区办”。

（三）园区管理运营方面

探索推行“管委会+公司”管理模式，园区成立 1个或多个

实体化运营公司，实行党委领导、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化运作、企

业化运营模式，与管委会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支持园区建立第

三方市场化运营模式，引入专业化运营公司、招商公司，承担开

发建设、投资运营、招商引资、专业化服务等功能，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进行开发区基础设施、资源环境、公共服务、公用事业、

产业转型升级等重大项目建设。

（四）人才引进政策落地方面。

将人才工作基础条件较好的园区纳入全市人才工作雁阵格局

“头部”，作为“人才发展先行区”先行先试，赋予更大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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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权、更多资金支配权、更强人才优先“发展权”，在人才薪酬、

人才管理、人才激励等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开展综合改革

试点，以“头雁效应”带动“雁群齐飞”。支持园区及链主企业与职

业（技术）院校共建学科专业、产学研实训基地和高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订单式培养产业人才。

以上建议，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感谢您对昆明市园区经

济发展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年 6月 1日

（联系人及电话：谢静思 0871-63137768 13708726405）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年 6月 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