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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 of Supply Chain System Planning in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A City: The Case of Guangzhou
LI Jianfei, ZHU Hongbao, XIAO Yi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global economic shift from prioritizing efficiency in cre‐

ating global values to ensuring the security of national supply chains, the establish‐

ment of supply chain systems has gained heightened significance in the implementa‐

tion of national strategies aiming toward becoming a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building modern capacities, and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This shift has called for

new areas of research within the planning field, focusing on supply chain planning

for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ities, effective mechanisms to align national strate‐

gies with supply chain development in businesses, and strategies for high-quality and

high-efficiency supply chai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conceptual

ideas and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supply chain systems, elucidating the subjects,

objectives, implementation paths, and key content of supply chain planning for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city. Drawing from practical planning paradigms, it expli‐

cates universal planning evaluation indicators, planning objectives, and planning out‐

puts. The planning practices in Guangzhou are used to validate theoretical and para‐

digmatic statements. The comprehensive coverage of theories, paradigms, and prac‐

tice in the paper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supply chain system planning and develop‐

ment in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ities

Keywords: supply chain in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a city; supply chain system

planning in city region; planning paradigm; evaluation system; Guangzhou

21世纪以来，供应链因其在协调生产需求、优化要素配置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已逐

步从企业微观层面上升到国家战略和全球治理的宏观层面[1]。时下进入后疫情时

代，世界经济从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效率导向转变为以保障国家供应链安全为目

标的国家战略导向[2]，建立独立安全的供应链体系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

市域供应链体系建设规划的理论
探索与实践*

——以广州为例

李箭飞 朱洪宝 肖 翊

提 要 面对世界经济从全球价值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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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建设规划，做好国家战略传导和企业

供应链发展指引，提升市域供应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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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划领域亟待探索的议题。从概念界

定和内涵特征两个维度进行理论探索，

明确市域供应链体系建设规划的对象、

目标、实施路径和重点内容；从规划实

践中抽象概括出规划范式，并对范式中

普适性较强的评价指标体系、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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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介绍广州规划实践，对之前理论和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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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范式到实践的完整体系，为市域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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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条件。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任务部署，以

确保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确保“重要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增强维护国

家安全能力”的工作内容，至此供应链

体系建设已成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

略”“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战略举措①。
经济发展格局的转变和国家战略举

措将深刻影响城市发展，城市作为经济

活动和产业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其规

划作为资源调配和建设发展的具体指引，

也需做出能动响应[3]。如何编制切实可行

的城市层面供应链体系建设规划，做好

国家供应链战略的传导落实，指导产业

供应链和供应链企业发展，已成为规划

界亟待探索解决的问题。目前，城市层

面供应链研究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但还少有对相应规划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本文以《广州市“十四五”供应链体系

建设规划》为基础，对市域供应链体系

建设规划的概念特征、规划范式、具体

实践进行研究介绍，以期为相关规划提

供理论框架和实践参考。

1 理论探索：市域供应链体系建

设规划的概念界定与内涵特征

1.1 概念界定

1.1.1 市域供应链：为城市生产生活提

供保障的复杂供应链网络

1960年代，美国企业面临加剧的全

球化市场竞争，故将物流管理和生产规

划结合起来，以提升效率和利润，形成

了供应链和供应链管理的概念[4]。随着城

市人口和空间的快速扩张，其供应链联

系愈趋复杂，利益相关者诉求难以协调，

企业技术创新和数据共享面临挑战，噪

声污染和物流交通压力等负外部效应加

剧，基于企业视角的供应链管理已难以

解决城市内供应链的优化问题[5-7]。故

2010年后，一些欧美学者将城市视角引

入供应链研究，以提升城市整体运行效

率和竞争力、减少摩擦消耗，形成城市

供应链概念，彼时相关研究[6,8-9]主要集中

于商贸流通和工业制造领域。2020年新

冠疫情全球蔓延，疫情期间的道路封闭、

交通管制、人员隔离措施导致以农产品

为主的生活必需品供应链人流、物流、

商流、信息流联系受阻，部分城市的生

活必需品供应链出现中断风险，以“城

市食品供应链”“城市农产品供应链”为

主题的研究大量涌现，城市供应链研究

扩展至乡村和农业领域[10-12]。
1980年代后，我国实施县改市和地

改市，除省辖县外乡村均已并入城市行

政管辖范围，而国外城市的边界多为城

市的主城区，故我国城市供应链实际应

为市域供应链。综合国内外各学者对城

市供应链概念的研究，结合我国城市实

际情况，本文将市域供应链的概念界定

为：由各类供应链企业、产业供应链、

基础设施和支撑环境构成，空间覆盖城

市行政管辖的全部地域，内容覆盖“农

工商”三大产业，以提升城市经济社会

的运行效率和整体竞争力、减少摩擦消

耗，为城市生产生活提供服务和保障为

目标的具有明显地域空间属性和层级特

征的复杂供应链网络[6,8-9,13-16]。
1.1.2 市域供应链体系建设规划：指导

市域供应链安全韧性、空间载体、服务

生态整体提升的政策工具

学界关于供应链体系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企业供应链、产业供应链的构成，

供应链全链条协同优化等方面[17]，鲜有

基于城市视角的供应链体系研究。2018
年 5月，商务部和财政部联合印发《关

于开展2018年流通领域现代供应链体系

建设的通知》，首次明确现代供应链体系

建设应“以城市为载体”。王继祥[18]基于

对国家供应链体系建设政策的分析，将

供应链体系概括为“一硬”“一软”“一

生态”“一网络”：“一硬”指体系中的物

理实体网络，“一软”指体系中的人流、

商流、物流、资金流，“一生态”指链条

上所有企业构成的协同生态系统，“一网

络”指体系的网络结构。

近年来，全球化推动了世界城市体

系从以产业链为核心向以供应链为基础

的空间经济联系转变[19]，我国城市深度

嵌入全球供应链，面对当前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显著加强的国际环境，保障自

主可控并提升韧性已成为市域供应链体

系建设的首要目标[20]。供应链企业是市

域供应链中反应最灵敏、最具创新活力

的基本单元，因此市域供应链体系建设

应优化企业主体发展环境，培育供应链

服务生态体系。面对国际供应链链接强

度急剧下降的发展环境，适当收缩供应

链的全球布局、加强供应链的近域重组

是保障市域供应链自主可控、提升安全

韧性的重要手段。城市间的供应链联系

多集中于100 km的近域空间，即联系多

集中于所处城市群空间范围内[21]，因此

市域供应链体系建设还应在提升自身水

平的基础上引领区域供应链整体提质

增效。

基于上述分析，可将市域供应链体

系看作由硬件、软件、生态、网络共同

构成的复杂供应链网络体系，其中，硬

件指供应链基础设施，软件指由各类供

应链企业链接而成的民生、生产、商贸

流通产业供应链，生态指供应链发展相

关政策规划、公共服务平台、技术标准

等服务支撑环境，网络指城市内部“农

工商”产业供应链融合发展网络和外部

市域供应链区域联系网络。

市域供应链体系建设规划则是以增

强市域供应链安全韧性、提高流通效率

和服务能力、引领区域供应链整体提质

增效为目标，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强

化供应链空间支撑，加强技术创新应用

和提升民生、生产、商贸流通产业供应

链水平，优化企业主体发展环境、培育

供应链服务生态体系，布局供应链融合

发展区、推动生产流通融合发展为实施

路径，落实发展目标并确定相应重点建

设项目，最终指导市域供应链水平整体

提升的政策工具。

1.2 内涵特征：衔接国家战略和企业计

划的系统性、实施性规划

供应链相关规划实践多集中在国家

和企业层面，通过对美国、澳大利亚、

我国国家供应链规划和政策文件、企业

供应链规划主要内容的归纳，可发现二

者在性质、目标、实施路径、关注重点

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层级差异[22-25]，难以

形成有效衔接。基于上述问题，市域供

应链体系建设规划应保证规划的“系统

性”和“实施性”，即开展衔接国家战略

和企业计划的系统性、实施性规划（图

1）。系统性方面，应结合城市特征，保

障规划策略对国家层面供应链规划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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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导落实，还应关注企业供应链发展

所需的环境、人才、政策标准等供应链

服务生态体系建设，搭建完善的规划管

理框架。实施性方面，应明确供应链基

础设施的空间布局和用地安排，确定具

体建设项目和建设计划，保障对市域供

应链体系建设形成切实指引。

2 范式探索：建立市域供应链体

系建设规划的普适性体系框架

规划编制如缺少主流范式的约束指

导，其确定性、一致性和整体性将遭受

破坏，并最终导致难以对建设实践形成

科学指导[26]。目前，城市层面供应链体

系建设规划尚无既定范式，因此，在开

展规划编制前，笔者首先尝试建立相应

规划范式（图 2）。范式中的规划理论研

究、发展评价、规划目标和成果体系具

有较强普适性，其中规划理论已在上文

阐明，下面主要介绍范式中的发展评价、

规划目标和规划成果体系。

2.1 评价指标体系范式

2.1.1 市域供应链体系建设基础评价指

标体系

通过Web of Science、知网文献数据

库检索，均未发现以市域供应链为评价

对象的研究成果，但存在一些以“国家

供应链”“城市物流”为对象的评价研

究，其中，丁俊发、薛东前等的研究较

具代表性。丁俊发[14]建立了由7项一级指

标、29项二级指标构成的“国家供应链

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旨在评价国家供

应链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薛东前等[27]构
建了由15项一级指标、33项二级指标构

成的“城市物流竞争力评价体系”，该评

价体系的评价对象空间载体与市域供应

链体系一致。以上两个评价指标体系均

具有较大参考价值，但亦有改善的可能。

城市外部供应链联系多集中于所处

城市群范围内[21]，基础设施和支撑环境

均为市域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规划建立由“市域供应链发展基础评价”

为目标层、“区域与区位”“物流与基础

设施”“环境与人才”为指标层、若干要

素层和具体指标因子层构成的多层级评

价指标体系（表 1）。其中：“区域与区

位”部分因子选取参考了“国家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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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层级供应链规划传导关系
Fig.1 Transmission relationship of supply chain planning at various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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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市域供应链体系建设规划范式
Fig.2 Paradigm for supply chain system planning in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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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社会经济发

展”“相关及辅助产业物流需求状况”

“基础设施、城市区位条件”相关指标；

“物流与基础设施”“环境与人才”则对

“城市物流竞争力评价体系”中的“设备

使用效率”“人才培养潜力”“发展环境

潜力”指标多有借鉴。“国家供应链竞争

力评价指标体系”和“市域供应链发展

基础评价”中交通区位条件、地理区位

条件、运输设备效率、仓储设施设备效

率、政策法规完善程度等难以量化的具

体评价因子多采用专家打分法等主观判

断得出，难以保证评价结果的科学客观

（表2），故本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所处城市

群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高标库空置率等

可通过公开资源获取的指标或营商环境、

经营成本等可在《机遇之城》②等权威报

告中获取并可横向比较的指标。

2.1.2 供应链企业发展情况评价指标

体系

供应链企业指在产品的生产流通过

程中围绕供应链核心企业，为其提供采

购、制造、物流、销售等服务的企业[14]。
供应链企业作为产业供应链的基本元素，

既是构成市域供应链的基本单元，也是

市域供应链体系建设培育提升的主要对

象。根据“民生、生产、商贸流通”的

产业供应链分类，将供应链企业分为民

生型供应链企业、生产型供应链企业、

商贸交易型供应链企业、物流型供应链

企业以及为产业供应链整体运行提供专

业服务的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分类后，

以各类供应链企业数量代表规模，龙头

供应链企业数量代表质量，建立供应链

企业评价指标体系。见表3。

2.2 规划目标体系范式

对市域供应链体系建设规划的目标

（图 1）进一步提炼总结，即可得到“保

民生、稳生产”“育主体、增效能”“促

协同、助循环”的三级目标体系。其中：

“保民生、稳生产”指市域供应链在遭受

外部冲击时，依然能够“转得动、产得

出、送得到”，重点是安全韧性的提升，

即面对外部供给侧和需求端双向冲击时，

产业供应链依然能够稳定运行；面对疫

情等突发公共事件时，民生商品依然能

高效供应。“育主体、增效能”指通过做

好供应链龙头企业培育，提升传统产业

供应链效能、孵化培育新兴产业供应链。

“促协同、助循环”即通过完善市域供应

链体系，推动区域供应链发展，助力国

家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价值区段和竞

争优势。

2.3 规划成果体系范式

为保证市域供应链体系建设规划的

切实可行，并提升科学性，规划成果中

应包含针对重点内容的专项规划研究作

为支撑，即构建“1+N”的成果体系

目标层

市域供应

链发展

基础评价

指标层

区域与

区位

物流与

基础设施

环境与

人才

要素层

区域发展

水平

区域交通

区位

物流发展

水平

基础设施

条件

经营环境

条件

人才发展

情况

因子层

经济规模

消费需求

人口规模

城市群发展潜力

公路条件

铁路条件

港口条件

航空条件

仓库规模

仓库利用效率

物流绩效

物流需求

公路设施

铁路设施

港口设施

航空设施

营商环境

区域重要城市

健康与治安

经营成本

专业从业人员规模

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

物流人才规模

供应链人才规模

推荐指标

所处城市群GDP总量

所处城市群社会品零售总额

所处城市群总人口

所处城市群发展潜力

所处城市群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所处城市群铁路通车里程

所处城市群港口货运吞吐量

所处城市群机场吞吐量

高标库面积

高标库空置率

物流绩效指数

快递业务量

公路通车里程

铁路货运量

水运货物运输量

民用航空货物运输量

营商环境

区域重要城市

健康与治安

经营成本

流通业人员数量

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

开设物流管理专业高校数量

开设供应链管理专业高校数量

表1 市域供应链体系建设基础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urban supply chain system development

表2 供应链相关评价指标体系解读与评述
Tab.2 Interpretation and commentary o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supply chain in the administrative re⁃
gion of a city

评价指标体系名称

国家供应链竞争力

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物流竞争力

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社会经济发展、相关及

辅助产业物流需求状

况、基础设施、城市区

位条件、空间物流网络

复杂度等

物流成本效率、资金效

率、设施设备使用效

率、人才培养潜力、发

展环境潜力等

二级指标

城市人均GDP、GDP增
长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交通区位条件、地

理区位条件等

物流总成本占GDP比
重、服务贸易的资金效

率、运输设备效率、仓储

设施设备效率、政策法

规完善程度等

指标解读与评述

评价体系结构清晰，逻辑严谨，但“交

通区位条件、地理区位条件”等指标

难以量化

评价体系结构清晰，指标丰富，但“运

输设备效率、仓储设施设备效率、政

策法规完善程度”等部分指标采用专

家打分法得出，难以保证评价结果的

客观性，且不便于城市间横向比较

资料来源：表中第 2栏、第 3栏指标引自参考文献[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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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1部主规划，“N”指多部专项

规划研究）。以广州规划实践为例，规划

成果包括1部主规划《广州市“十四五”

供应链体系建设规划》和《广州市“十

四五”现代供应链发展战略报告》《广州

市供应链基础设施网络规划》《广州市供

应链服务生态体系研究》3部专项规划研

究。主规划和各专项规划研究同步开展

编制，专项规划研究分别从发展战略、

基础设施、生态体系等 3个维度对主规

划进行支撑，主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研究

提出需求反馈，形成双向反馈互动，使

得规划策略制定更加科学合理，对其他

城市开展同类规划具有较大借鉴意义。

“发展战略报告”以市域供应链体系

的“软件”“网络”为研究重点，从发展

战略和发展定位角度分析城市内部各产

业供应链的融合发展路径和改革提质措

施；研判如何抓紧发展机遇，提升市域

供应链在区域供应链网络中的竞争优势

和主导地位。“基础设施网络规划”以交

通物流通道和枢纽、冷链物流设施、仓

储设施等供应链基础设施为研究对象，

明确设施数量规模、网络布局和空间联

系，总结现状长短板，进而制定发展目

标和规划策略。“服务生态体系研究”以

建立培育支撑供应链企业、产业供应链

提质发展的生态环境体系为主要研究内

容，重点从市域供应链管理服务机制建

设、政策规划制定、公共服务平台打造、

技术标准编制等方面提出发展思路和发

展策略，构建政府指导、行业规范、企

业参与的“政府+协会+企业”发展模式。

3 规划实践：广州市“十四五”

供应链体系建设规划

3.1 规划基础与目标愿景

3.1.1 规划基础：整体基础雄厚，但在

供应链安全韧性、龙头企业培育、空间

载体质量方面尚存短板

首先，分别选取主要城市群的核心

城市和供应链企业数量排名前10的城市

进行评价，以明确广州市域供应链发展

的水平和格局 （图 3—5）。通过评价可

知：在市域供应链体系建设基础方面，

广州基础雄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且在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绝对优势；在供

应链企业发展情况方面，广州供应链企

业规模庞大，发展形势良好，在国内具

有比较优势，特别是民生型供应链企业

规模全国领先；在企业质量领域，广州

与头部城市存在较大差距，龙头供应链

企业培育尚存短板。

其次，通过调研发现广州市域供应

链在安全韧性、空间载体质量方面尚存

短板。安全韧性方面：一是部分产业供

应链关键环节存在风险，广州汽车产业、

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制造业战略性零

部件国产比例偏低，产业抗风险能力较

弱。二是民生供应链核心场所空间分布

失衡，批发市场、大型商超、农贸市场、

连锁便利店等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布不均

情况，以超市为例，广州每千人拥有超

市数量高低值区域的差距可达 50倍以

表3 供应链企业评价指标体系
Tab.3 Index system for evaluating supply chain businesses

目标层

供应链企

业评价

指标层

供应链企业

规模

供应链企业

质量

因子层

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规模

民生型供应链企业规模

商贸交易型供应链企业规模

生产型供应链企业规模

物流型供应链企业规模

龙头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数量

龙头民生型供应链企业数量

龙头商贸交易型供应链企业数量

龙头生产型供应链企业数量

龙头物流型供应链企业数量

推荐指标

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数量

民生型供应链企业数量

商贸交易型供应链企业数量

生产型供应链企业数量

物流型供应链企业数量

全国百强智能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数量

全国百强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

中国百强连锁企业数量

工信部公布的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数量

中国百强冷链物流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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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核心城市市域供应链体系建设基础评价得分
Fig.3 Basic evaluation score for supply chain system development in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cor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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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空间载体方面，受制于建设用地规

模，广州物流园区、货运枢纽、重点物

流枢纽等重大物流基础设施规划落地难，

开发建设缓慢，主要物流园区与铁路枢

纽、重点产业项目布局分离，对产业发

展支撑不足。

3.1.2 目标愿景：明确发展目标指标，

打造国际供应链组织管理中心

根据评价分析，广州市域供应链体

系“硬件”“软件”“生态”“网络”的发

展基础和现状水平在粤港澳大湾区或全

国处于领先地位（图 6），据此规划制定

了“至2025年，将广州打造为亚太供应

链组织管理中心；至2035年，将广州打

造为国际供应链组织管理中心”的规划

愿景和相应发展指标。

3.2 规划策略与发展重点

3.2.1 建立生活必需品保障机制，补齐

制造业供应链短板

首先，结合疫情期间封控、封闭管

理区的生活必需品保障需求，开展一级

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选址规划，

补齐人口密集区域民生供应链核心场所

缺口，完善生活必需品保障机制。加强

广州与外省的粮食产销合作，设立菜篮

子应急储备单位，加强菜篮子、米袋子

供应能力建设。其次，鼓励核心制造企

业增加研发投入，在关键领域如新一代

信息技术、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智能

网联汽车等方面加快核心技术突破，提

升广州产业链供应链的价值。

3.2.2 布局供应链融合发展区，推动生

产流通融合发展

从大湾区一体化、国内“内循环”、

国际“外循环”等 3个层面，加强广州

市域供应链同区域供应链网络的对接，

构建更广范围内功能互补、协调共进的

产业布局体系。通过促进供应链相关现

代信息技术在各产业的运用，推动农、

工、商三大产业领域与物流基础设施充

分衔接、与流通产业集群融合发展，构

建“1+5+6+4”的多层级、多组团产业供

应链融合发展区。见图7。
3.2.3 优化企业主体发展环境，培育供

应链服务生态体系

加大对供应链龙头企业的支持，发

展先进管理技术，整合上下游资源、拓

展全球业务；实施双链式“链长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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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龙头供应链企业数量排名前10城市龙头供应链企业数量情况
Fig.5 Number of leading supply chain businesses in top 10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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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供应链企业数量排名前10城市供应链企业构成情况
Fig.4 Composition of supply chain businesses in top 10 cities ranked by number of supply chain 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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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供应链高价值、高效率和精准化发

展。同时，加强供应链服务生态体系建

设，建立由顶层设计系统、协助系统、

支撑系统、保障推动系统共同构成的供

应链服务生态体系，整合各产业供应链

发展所需资源，满足供应链企业发展

需求。

3.2.4 优化枢纽设施布局，加强供应链

空间支撑

构建“枢纽+通道+网络”的物流运

行体系，形成由若干供应链综合枢纽、

专业枢纽以及流通节点构成的“5+10+
N”物流枢纽空间布局。此外，建设面向

消费者的民生生活必需品城乡供应枢纽

体系，提升仓储、加工、分拨、配送、

监测、检验等功能，结合农业产业园、

批发市场、应急物资保障基地等资源，

构建东、南、西、北等 4个民生生活必

需品供应片区。见图8。

4 结语

《广州市“十四五”供应链体系建设

规划》自2021年起实施至今，已在指导

广州市域供应链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良

好成效，规划提出的“培育生产型、流

通型、服务型供应链服务龙头企业”“开
图6 广州市域供应链体系现状水平和国内地位

Fig.6 The supply chain system in Guangzhou Administrative Region:the current status and its position in China

图7 产业供应链融合发展区空间布局图
Fig.7 Spatial layout of industrial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zone
资料来源：引自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暨南大学 .

《广州市“十四五”供应链体系建设规划》, 2021.

图8 民生生活必需品安全保障供应规划图
Fig.8 Plan for ensuring the security of

livelihood supplies
资料来源：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暨南大学 .

《广州市“十四五”供应链体系建设规划》,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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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供应链服务企业认定工作”等要求与

部署，为后续开展供应链重点服务企业

认定工作和对供应链龙头企业给予精准

政策扶持提供支撑；规划中“建立生活

必需品保障机制，完善民生供应网点布

局”等内容也对疫情期间广州生活必需

品保供工作提供了指引和依据，为未来

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各类保供仓库、

物流设施等民生供应链核心场所的优化

布局奠定了良好基础。虽然本次规划在

理论探索与规划实践方面取得了一定成

果，但在与国土空间规划的交互融合、

供应链企业的深层次需求分析等方面尚

存不足，规划范式的探索也尚需进一步

完善。未来，笔者团队将持续关注规划

实施情况，并通过开展规划实施评估和

专项研究，对规划理论和实践方法进行

更新完善。

注释

① 2021年3月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第八章“深入实施制造

强国战略”第二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

代化水平”提出“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

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

链”“推进制造业补链强链”等供应链体

系建设具体任务；2022年1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报告第十一章“推

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第二节“增强维护

国家安全能力”提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的工作内容。

② 《机遇之城》报告由普华永道和中国发展

研究基金会联合编制，于2014年之后每

年发布。

③ 双链式“链长制”即以市领导为“链长”

和以龙头企业为“链主”的供应链发展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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