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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

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中工信函〔2022〕53号

훐즽쫐릤튵뫍탅쾢뮯뻖맘폚市政协十三届
一次会议뗚131082뫅提案答复뗄몯

彭诗敏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推进中山“5G+工业互联网”在更广范

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的建议》（提案第131082

号）收悉，经综合市科技局、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商务局

意见，现答复如下：

感谢您对因企施策、构筑产业生态、赋能产业集群、加

大专项资金支持等方面提出的宝贵意见。您通过分析我市发

展5G+工业互联网意义与存在问题，为我市推进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中山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针对性的、

指导性的建议，我局均吸收采纳。

一、关于强基础——因企施策促发展的建议

（一）持续加强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中山

市持续推动以5G网络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截止至



0 2 0

2021年年底，中山市移动通信基站总数达到3.9万个，全省排

名第6，其中5G基站为6451个，全省排名第8，每万人拥有5G

基站数为14.6个，全省排名第4，5G用户占比为28.0%，全省

排名第5，已经实现了镇区主城区及重点核心区域5G信号室

外连续覆盖。2022年，我市计划新建5G基站1809个，室内分

布系统1089个。5G基站建设不断夯实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基础，为中山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二）强化政策支撑。中山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

5G网络基础设施工作，2020年研究出台《中山市公用移动通

信基站设置管理规定》《关于免费开放公共资源支持公众移

动通信基站建设的通知》《关于推进5G基站“转改直”建设

和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文件，为优

化5G网络发展环境提供了政策保障。2022年分别印发实施

《中山市电信工程专项规划（2019-2035年）》《中山市移动通

信基站专项规划（2019-2035年）》，将5G专项规划纳入国土

空间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将5G基站站址、机房及管线、

电力等配套设施纳入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科学指引5G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和网络覆盖。

（三）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攻关。引导企业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推动我市5G技术等领域的高质量

发展。2021年市科技局设立的“5G新材料”专题，明确支持

围绕5G通讯技术领域急需解决的关键核心新材料及其应用，

开展高频高速信号传输条件下低介电、低损耗绝缘基材及其

敷铜板技术、5G射频系统部件用关键材料技术、热管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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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技术、5G基站及终端电子产品供电技术及相关新材料

等研究及产业化，共立项2项。

二、关于掌方向——构筑产业新生态的建议

（一）推动“5G+工业互联网”与我市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我局先后推动中山电信联合木林森打造的5G智慧工厂项

目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第四届“绽放杯”5G应用大赛全国优

秀奖。推动嘉华合作社以脆肉鲩养殖为基础应用场景，建设

集电子化、数字化、机械化等技术为一体的创新智慧渔业综

合服务平台，推动市人民医院、中医院、西区医院等一批医

疗机构利用5G通信技术开展远程医疗手术指导，打造5G+移

动式院前急救和5G+移动互联网医院项目等等。目前，我市

各运营商正在打造覆盖范围更广、信号质量更佳的5G精品网

络，打造覆盖工业、农业、交通、服务、文化、教育、旅游

等行业的5G智慧应用解决方案，助力中山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推动“5G+工业互联网”与云计算、大数据等新

技术深度融合。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建设的新型政务大数

据中心，是集“数据服务+安全服务+监管服务”三维一体的

新型数据中心，包括数据底座、能力平台和专业服务，为全

市各部门政务数据采集汇聚、共享开放、开发利用提供公共

基础能力，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探索推动公共服务机

构、相关企业及第三方平台数据等社会数据共享。市政数局

积极推动政务与工业产业数据的共享，为“5G+工业互联网”

数据汇聚、数据智能管理与分析提供有力支撑。

三、关于搭平台——赋能产业集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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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公共技术服务体系。我市在

全省率先建立企业全生命周期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破解中小

微企业缺服务、缺资金、缺方案、缺技术、缺人才等共性难

题，目前我市建成4个国家级检验检测平台，14个省级检验

检测平台，培育13家省级工业互联网资源池单位，认定市级

工业和工业互联网公共技术服务平台25家。累计为企业提供

智能改造方案4500余套，被企业采纳并实施2000余套。

（二）推动一批重点5G+工业互联网项目建设。我局积

极推动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等11家龙头骨干企业开

展5G+工业互联网标杆项目建设，带动总投资超1.3亿元，累

计获得省专项资金2198.56万元，已形成一定的标杆示范作用。

另外，推动纬创资通（中山）有限公司、中山市铧禧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中山市福麟灯饰有限公司等一批企业规划或启

动5G+工业互联网项目的建设。在家电、注塑、印刷、家具

等领域已建设一批5G+工业互联网行业典型案例，形成了数

据采集、生产执行、数据分析、仓储物流等多个可落地应用

场景。

（三）支持高水平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数字赋能平台建设。

今年，我局印发了《中山市工业互联网与数字赋能平台项目

认定与奖励实施细则》，明确提出要集中资源支持国际知名、

国内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赋能平台在中山落地或在

中山合作运营，建设标杆平台。以平台赋能行业龙头骨干企

业、中小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为切入点，大力

推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应用示范。通过平台赋能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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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产业服务生态的供需对接，支持平台汇集工业APP、

引进和培育一批面向特定行业、特定场景的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工业软件、产品解决方案以及智能装备、机器人等产业

生态企业落户，培育新模式新业态的数字产业。目前，已推

动东方国信、西门子、精工智能落户开展平台建设，铧禧科

技工业互联二级节点已上线运行。

四、关于引人才——加大专项资金支持建议

（一）打造全生命周期的科研人才项目培育体系。2021

年市科技局修订和出台了《中山市科技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中山市推进科技创新人才集聚项目管理办法》和

《中山市引进培育创新科研团队管理办法》等系列政策，打

造全生命周期的科研人才项目培育体系，形成更为完善的人

才政策体系，坚定信念创新发展。针对高端科研人才，尤其

是创新科研团队建设，新增支持基础研究类团队项目和金融

投资类团队项目，进一步做大科技创新源头，加快科研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

（二）引育数字化领域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一是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新修订并发布《2020-2022年度中

山市企业紧缺适用人才导向目录》，将高级数据分析师、自

动控制工程师、芯片晶圆工程师、云计算工程师等超过20个

新兴产业数据类岗位被收编录，为产业人才引进和评价提供

发展导向。今年将数字技能人才培养列入技能培训重点任务，

拟出台《中山市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若干政策措施》加

大对数字技能等技能人才培养平台、培训基地、实训基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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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支持。二是2021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数字技

能人才培训近3000人，1500多人通过评价获得技能等级证书，

265人获得高级工证书。举办物联网安装调试员、工业机器

人系统操作员等5项数字类技能大赛，提升数字化智能化人

才技能。

（三）推广首席信息官制度。我市出台《中山市鼓励企

业建立首席信息官制度的实施意见》，鼓励有条件的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建立首席信息官制度、设置首席信息官岗位。已

举办了两期企业首席信息官培训班，邀请完美、中荣印刷等

龙头骨干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各镇街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负责人参加培训，目前共收到45家企业的备案申请。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您对数字化转型工作的关心支持。

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2年6月14日

（联系人：李金吉，电话：88308273）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各会办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