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产业大数据诊断报告提纲 

说明：本报告是对太原城市在大数据支撑下的初步分析诊断，反映太原

城市的发展基本面，提出初步的发展建议。【报告是结合城市竞争力分析模

型、产业发展竞争力模型和泛华育城中心数字化模型而提出的建议性思路方

案】 

1.城市竞争力分析结论——支撑太原未来发展的战略性诊断分析； 

总论：站在区域经济视角下，选择太原的经济规模指标、经济结构指标、

科技创新指标、开放程度指标、城市建设指标、人民生活质量指标、区域竞

合关系指标等七大核心指标进行对比同类城市经济发展综合实力体系的各

个方面，全面地衡量一个城市的经济综合实力，指引和解决城市在全国或区

域发展的优劣势、潜力与机遇； 

（1）经济规模指标： 2019 年，太原市国内生产总值 4029 亿元，财政预算

收入 386.6 亿元，经济规模指数在全国主要地级市中排名第 36。从 GDP 总

量、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等方面看，太原市处在全国中上游位置；但在黄河流

域重点城市中，太原市经济规模尚处于中游，与上一梯队仍存在较为明显的

差距。 

 



 

（2）经济结构指标： 2019 年，太原市第一产业 GDP42.3 亿元，第二产业

GDP1518.5 亿元，第三产业 GDP2467.4 亿元，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分别为 0.37%、34.06%和 65.57%，分别拉动 GDP 增长 0.02、2.25 和 4.33 个百

分点，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例为 1.1：37.7：61.2，经济结构指数在

全国主要地级市中排名第 113。太原市经济结构持续改善，但经济结构发展

水平处于全国中游水平，与全国同级别城市相比，服务业增加值比例偏低，

工业增加值比例较高，有待于优化三次产业结构。 

 



 

（3）科技创新指标： 2019 年，太原市专利申请受理量 5293 件，专利申请

授权量 1759 件，R&D 经费投入 84.2 亿元，R&D 经费投入强度 2.1%，财政

科技支出 29.38 亿元，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4.81%，科技创新能力指数在

全国主要地级市中排名第 139。从 R&D、人员当量、专利、技术合同成交额

等方面看，与全国同级别城市比较，太原市科技创新能力亟需提升、特别是

在高级人才引进方面。 

 



 

（4）城市建设指标： 2019 年，太原市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 1877505 万

元，城市建设指数在全国主要地级市中排名第 25。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基本建设投资等方面看，太原市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逐

年上升，显示城市基础设施能力、空间承载力不断提高，与全国同级别城市

对比，应在新型产业基础设施加大投资力度。 

 



 

（5）开放程度指标： 2019 年，太原市进出口总额 1119.56 亿元，比上年增

长 3.1%。其中：出口额 651.72 亿元，下降 1.7%；进口额 467.84 亿元，增长

10.6%。出口商品中，不锈钢材、机电产品分别为 76.90 亿元、525.84 亿元，

占出口额的 92.5%。太原市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 165 个，年进出口额在

亿元以上的国家和地区 46 个，比上年增加 4 个，全年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20 家，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0.97 亿美元，经济开放程度指数在全国主

要地级市中排名第 43。与全国同级别城市对比看，太原市应在综保区、保税

B 型等领域发力，争取国家自贸区政策。 

 



 

（6）人民生活质量指标： 2019 年，太原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90698 元，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362 元，太原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90698 元，比上

年增长 5.6%。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563 元，比上年增长 8.2%。按常住

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362 元，增长 8.0%，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 21305 元，增长 7.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377 元，增长 9.0%。城

乡居民收入比为 1.98∶1，比上年缩小 0.02 个百分点。从人均 GDP、城市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看，太原市人民生活水平指数在全国主要地级市中排名第

47，在全国处于中上游位置。 

 



 

（7）区域竞合指标：黄河流域城市群中，从城镇、人口和经济规模分析，下

游地区城市群的总体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游地区城市群，中游地区又明显高

于上游地区。黄河上中游地区城市群的规划面积虽然普遍较大，但是城镇、

人口和经济规模却相对较小。从区位、交通看，站在黄河流域中，太原城市

群是核心之一，其所属的山西中部城市群 GDP 总量约 6845 亿元，在黄河流

域七大城市群中排名第 5，太原市 GDP 占山西中部城市群约 58.9%，是山西

中部城市群的重要支柱。 

 

  



2.产业创新发展竞争力分析结论——支撑太原城市构建产业发展新动力方向

的系统性分析； 

总论：选定目标城市与产业，从企业数量、产值规模、产业链、数字经

济、产业布局等指标展示城市与目标产业在全国的分布、排名；对目标产业

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城市招商方向给与指引； 

（1）产值规模指标： 

从整体国标行业来看，2020 年，太原市全产业收入规模达到 17,810 亿

元，占全国 3.4%，位居全国 32 位。太原市产业结构以传统资源型产业和批

发零售业为主，优势产业侧重于传统行业，聚焦电力供应、通信设备制造、

煤炭开采选洗、钢压延加工以及相关产业的批发零售业。以太原市典型的优

势传统资源型产业——烟煤和无烟煤开采选洗产业为例来看，2020 年，太原

市该产业规模是 546.9 亿元，上市公司有山西焦煤能源集团也有限公司；太

原市烟煤和无烟煤开采选洗产业规模在全国排在 15 位，全国产业竞争力指

数达到 4.29，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强的竞争力。 

 



 

 

 

（2）数字经济指标： 

整体来看，太原市优势产业侧重于传统行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整体发

展较弱，太原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较低。2020 年，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有 2,531 亿元，占全国规模的 0.94%，在全国排名第 29

位。太原市规模较大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包括：通讯及雷达设备制造、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服务等产业。2020 年，在全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行

业包括通讯及雷达设备制造、其他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

星传输服务业等；太原市应向杭州、上海、深圳、广州、苏州、南京等数字

经济发达的城市学习，强化引进通讯及雷达设备制造、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企业、人才。 



 

 

（3）特色产业链指标： 

从食醋产业全链条看，太原市食醋产业链在全国范围内整体竞争力不足，

近几年在全国市场份额连年下降。2020 年，太原市食醋产业存续企业共计

189 家，其中新设企业 13 家，太原市食醋产业存续企业数量占全国的 2.25%，

在全国排名第 170 位。2016 年-2020 年，太原市食醋产业在全国市场份额从

2.5%下降到 2.2%。 

目前，太原市食醋产业存续企业重点集中于食醋制造环节，食醋制造环

节存续企业数量在全国排名第 2位，存续企业注册资本在全国排名第 12位，

企业集聚程度高，但企业规模偏小，资本集聚程度较低。重点食醋制造企业

包括山西水塔醋业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紫林食品有限公司，太原市应大力补

链延链，扶持山西水塔醋业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紫林食品有限公司等重点企

业做大做强。 



 

 

 

（4）企业结构指标： 

2020 年，太原市存续企业 221,598 家，存续企业注册资本达到 23,481 亿

元。从企业性质来看，太原市企业以股份制企业为主，占比超 5 成，外资企

业占比较低；从企业注册资本规模来看，太原市存续企业整体规模偏小，以

中小企业为主；从企业所属行业来看，本市企业主要分布于批发和零售业，



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较少。太原市应着力引进国内外有实力的大公司、大企

业、大集团入驻太原市，提高本地企业在全国的竞争力。 

 

 

 



 

从全国来看，太原市重点企业即上市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拥有量均较低，

且整体规模偏弱。2020 年，太原市拥有上市公司 18 家，在全国排名第 61

位；上市公司营业收入 1,180 亿元，在全国排名第 73 位。其中，企业规模在

10 亿元以上的 14 家，1~10 亿元的 4 家；从企业投资方向看，重点领域在钢

铁压延加工、煤炭开采等行业。2020 年，太原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 427

家，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73 家，在全国排名第 63 位。从省内来看，2020 年，

太原市上市公司及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均位居省内各市首位。 

 

 



 

 

 

 

（5）投资流向指标： 

2020 年，太原市股东认缴投资额是 1,153 亿元，其中自然人股东认缴投

资额占比超过 80%。太原市投资来源以本市投资为主，除本市以外，北京、

西安、天津等北方地区一线及超一线城市也是太原市重要投资来源。太原市

应利用区域优势积极引进外来资金，促进本市企业发展。 

 



 

 

 



3.城市高质量发展初步建议——泛华育城模式下的系统初步思路； 

总论：聚焦垂直产业，依托城市竞争力和产业发展竞争力初步诊断，结

合城市产业生态论/育城中心模式，通过科技创新、创新设计、数字经济、产

业教育和金融服务等创新发展要素，通过大数据分析平台集成各类应用，对

城市产业发展进行针对性解决思路输出。输出城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化初

步建议。 

（1）数字经济驱动下的太原市高质量发展顶层设计 

太原市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快融合国家数字经济战略、选择特色主导产

业、中小企业集群为核心，通过数字化、智能化促进城市转型发展。 

 理念创新——以太原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牵引城市高质

量数字化转型发展；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融合，系统性设计其

数字化升级路径，以战略势能重塑引领城市发展格局，以产业数字

化转型升级重构产业创新生态，并围绕战略势能和产业生态推动空

间载体、模式机制等创新融合，从而推动全域战略、产业、空间、

机制、模式等有机融合的新思路、新路径。 

 诊断先行——全方位开展数字化转型现状分析和行业对标；常态化

组织开展数字化转型诊断，通过诊断发展问题，通过对标找准方向，

将诊断作为转型工作推进的有力抓手，以数据驱动精准决策、闭环

管控和迭代优化。 

（2）搭建服务于城市特色主导产业的数字化赋能平台 

太原市数字化升级发展，核心动能源自于特色主导产业的升级；应围绕

特色主导产业、重点园区等，建设产业数字化赋能平台为动能创新载体，围



绕龙头企业，导入产业生态，打造产业集群，级配各类要素，建设跨越物理

边界的“虚拟产业园”和“虚拟产业集群”，服务于企业与创业者，实现太原市数

字化生产要素赋能平台、区域产业交易结算平台、区域招商平台。 

重点赋能平台有：创新设计平台、科技创新平台、数字协同平台、产业

教育平台和金融服务平台；【可以展示泛华育城中心的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