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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进一步促进全市乡镇工业集聚区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通政办发〔2022〕70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直属园区管委会，市有关部门和

单位： 

《关于进一步促进全市乡镇工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意见》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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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促进全市乡镇工业集聚区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强化资源集约利用，提升全市乡镇工业集聚区（以

下简称“集聚区”，不含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和高新区）发展水平，

推动工业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乡镇工

业提质增效，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工业用地提质

增效的意见》等文件精神，结合南通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坚持科学发展。按照“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因地制宜”

的原则，不搞“一刀切”，进一步加强全市乡镇工业的科学规划

和合理布局，打造形成以省级及以上开发园区为主体，以重点中

心镇、产业集聚特色镇为支撑的多层次乡镇工业空间布局。 

各地要结合新一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按照“属地统筹、规

划引领、集约管理、精准整治”的要求，大力推进“退二还一”

“退二优二”“退二进三”。严格控制新增集聚区，利用 5—10

年的时间，推动园区外企业入园进区，避免“村村点火、户户冒

烟”。〔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直属园区管

委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和改革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生态环境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商务局。以下各条均需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市各直属园区管委会牵头落实，不再列出。〕 

二、提升园区质态。各地要不断完善“一区多园”管理模式，

制定集聚区发展规划和改造提升工作计划，以经济实力较强的开

发区（园区）、集聚区为龙头，逐步整合“低小散弱”的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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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批布局合理、产业集聚、特色明显、配套齐全的高质量集

聚区。 

1. 发展提升。围绕全市 5 大重点产业集群、6 大战略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定位，按照“企业集中、产业集群、要素集

聚、土地集约”的总体要求，选定一批四至清晰、手续齐备、产

业特色鲜明的集聚区加强改造提升，加大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促

进共用共享。到 2025 年，各地完成 3—5 个集聚区的改造提升，

5 年内全面完成任务。（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商务局、应急管

理局） 

2. 提高绩效。强化以亩产论英雄的导向，结合国家、省产

业政策和全市产业发展定位，制定产业项目弹性出让年限指导意

见。原则上，集聚区新上工业项目的亩均固定资产投资一般不低

于 250 万元，亩均税收一般不低于 15 万元。（责任单位：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和改革委、商务局、税

务局） 

3. 载体建设。各地要加快现有标准厂房的改造提升，完善

基础配套设施，提高运营水平，推进存量去化。鼓励引进实力强、

专业化程度高的市场化投资主体，多渠道筹资，严格履行基建程

序，规划建设一批配套相对完善的高标准厂房，为项目招引、企

业搬迁和创新创业提供集约发展的载体平台。（责任单位：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业和信息化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应急管理局、行政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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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整合归并。各地要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产业发展规

划，进一步优化配置土地资源，对不符合产业政策、位于城镇开

发边界外较为碎片化的散乱污、低效产业、僵尸企业用地实施有

计划盘活，归并入园区统筹利用，实现布局优化、“化零为整”。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展和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开展分类整治。各地要开展园区外企业的全面摸底清查，

建立企业台账，根据“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评价系统”的综合

评价结果，制定整治任务书和时间表，有序开展分类整治。加强

对企业的日常巡管，及时发现问题，促进规范发展。 

1.关闭退出一批。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大、工艺装备较为落后、

安全环保较多隐患、有专业规范性要求及位于生态管控区内的企

业，依法依规限期关闭退出。到 2023 年，全面完成《南通市关

于加大污染减排力度推进重点行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的

整治任务。 

2.转型转移一批。对周边环境有一定影响，但技术工艺水平

较高，安全环保压力较小的企业，推动转型转移，引导逐步迁入

集聚区内发展。 

3.改造升级一批。对技术工艺水平较高、邻里关系友善、绩

效产出高效、有利于促进就业的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企业，

支持走“专精特新”的发展道路。 

（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和改革委、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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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范项目审批。各地新建项目一律进入开发区（园区）

和集聚区，按照管理权限履行好审批手续。改（扩）建项目原则

上进入开发区（园区）和集聚区，确需在原厂区范围内改（扩）

建的，须经属地县级政府“一企一策”专题研究同意，项目审批

时要加强联动统筹和信息互通，严格做好环评、能评、安评、稳

评等审查。对“两高”及列入安全整治、环保督查等名单，不符

合发展要求的企业项目一律不予审批。 

1.规划。各地应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合理确

定项目选址和用地规模，严格履行审批程序。除保障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所需项目外，对招商中不符合规划的项目实行一票

否决，各地不得为项目随意调整规划。（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发展和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审批局） 

2.备案。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应依法办理项目立项手续。

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建设单位通过“江苏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

监管平台”向相应的项目备案机关申请备案。（责任单位：市行

政审批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和改革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生态环境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急管理局） 

3.用地。建设单位应依法办理项目用地手续，取得不动产权

证书方可实施项目建设。（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

业和信息化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局） 

4.环评。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应组织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报相关审查部门审批，或填报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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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登记表。（责任单位：市行政审批局、生态环境局） 

5.能评。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编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节能报告，按照项目管理权限报节能审查部门审批，或填报节能

承诺表进行备案。（责任单位：市行政审批局、发展和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局） 

6.安评。新（改、扩）建设项目应编制项目安全设施“三同

时”文件报县级以上相关审批部门或应急管理部门审查，或备查。

（责任单位：市行政审批局、应急管理局） 

7.稳评。各地要规范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评估结果作为

项目落地的依据。（责任单位：市委政法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行政审批局） 

五、强化联动监管。各地要进一步强化安全、环保、淘汰落

后产能等属地监管责任。依托“江苏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

台”加大项目审批、监管部门联动，对备案项目提前主动介入。

根据“双随机一公开”原则制定核查计划，定期落实核查责任，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及时发现和纠正项目建设中的违法违规行

为。（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委政法委，市发展和改

革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

急管理局、行政审批局） 

六、完善扶持政策。各地要建立县级工业资源统筹调度和统

一结算机制，因地制宜制定实施细则，建立用地增减挂钩复垦项

目库，构建入园项目的空间、土地、环境、能耗、税收、经济等

指标“共管共享”模式，实现资源平台共用、项目收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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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各地充分运用腾退出的排污、能耗等各类要素资源用于

新项目发展，部分腾退资源用于对退出、搬迁入园企业的适度补

偿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鼓励轻纺、机电等轻型制造类中小微

企业、初创企业租用高标准厂房，各地给予一定政策扶持。（责

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和改革委、财政局、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统计局） 

七、加强组织推进。建立市级集聚区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办

公室设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统筹协调全市集聚区改造提

升、整合腾退中的重大事项。开展年度全市优秀工业集聚区考评，

推动形成比学赶超、规范发展的良好氛围。各地要进一步完善政

府主导、协调配合的组织领导体系，落实属地监管责任，细化配

套举措，报备相关发展规划、整治清单和工作计划。加强组织推

进，确保项目建设符合产业政策、国土空间规划、节约集约用地、

安全环保等要求。乡镇要明确集聚区主管领导，完善组织架构，

加大政策宣贯，加强日常巡管，督促企业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

（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委政法委，市发展和改革委、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急管理

局、行政审批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