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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

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中工信函〔2022〕42 号

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市政协十三届
一次会议第 131129号提案答复的函

马礼斌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将中山打造成定制家具之都的意见建议》

（提案第 131129号）收悉，经综合市发改局、商务局、金

融局意见，现答复如下：

家具行业是中山市传统优势产业，经过多年迅猛发展，

形成了大涌、沙溪镇的红木家具集群，小榄、港口镇的办公

家具集群，板芙、阜沙等镇街的定制家具集群等特色产业集

群。中山家具行业生产体系完整，产业配套完善，区域品牌

在市场和业内认可度很高，涌现出皮阿诺、顶固、中泰龙、

华盛、迪欧等一大批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定制家具、办公家

具企业，以优质的信誉、良好的质量和技术创新在国内外家

具市场赢得较大市场份额。该提案提出在人民群众日益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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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美好生活的大环境下，中山市打造“定制家具之都”，

对推动家具产业创新升级、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优化提升家具产业发展载体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建议。

（一）盘活存量用地，充分利用现有土地资源。一是在

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我市全力推进低效工业园区改

造，鼓励镇街政府通过选择合适地块进行“工改工”“三旧

改造”等方式优先优质项目落地，提升中山办公家具产业集

群规模。二是我市成立市招商引资工作指挥部，统筹全市招

商引资资源，合力推动优质项目落地中山。我局牵头负责项

目落地和规上企业增资扩产工作，前期梳理出了一批具有增

资扩产意向的本土企业，通过实地走访、召开镇街座谈会、

研究分析、制定工作计划等形式全力推动本土企业增资扩产。

（二）加强顶层设计，谋划连片规划和发展。一是规划

建设主题产业园。为加快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谋划，最大限

度保护和拓展产业空间，我市统筹谋划了智能家电产业园、

智能制造产业园等首批 10个跨镇街的主题产业园，总规划

面积 27.53万亩。其中智能制造产业园小榄和横栏片区主导

产业定位为智能家居、数字化办公家具、五金等。二是规划

建设大型集聚区。2021年我市获批省大型产业集聚区，是全

省首批七个大型产业集聚区之一。中山大型产业集聚区重点

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与健康等战

略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激光与增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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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智能机器人、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做优做强家电、

家具等优势传统产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三）支持家具企业集聚壮大发展。一是我市于 2020

年 6月出台《关于推动中山市特色产业集群产业链协同创新

实施方案》。目前已认定中山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的“板式家具生产线智能化升级技术改造项目”等 90

个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入库，设备总投资额共计 6.33亿元。

二是我市于 2020年 5月出台《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中山市促进制造业龙头骨干企业加快发展政策措施的

通知》，对认定为我市龙头骨干的企业给予营业收入突破、

技术改造、创新发展、质量品牌专项奖励，同时给与人才激

励、入学服务和用地保障等优惠政策。

（四）鼓励和支持市内外家具企业在中山投资。一是强

化“以商引商，链条招商”，织密招引资源“关系网”。我市成

立招商引资工作指挥部，统筹全市招商引资资源，合力推动

优质项目落地中山。2021年，我市引进家具行业优质项目

16个，总投资额超 20亿元，涵盖智慧家居、装修设计、五

金建材和智能家具等细分领域，有效推动我市家具行业实现

“强链”“补链”的产业链布局。二是着力提升项目质量，严把

项目准入关。引导部门和镇街关注项目贡献及产业发展带动

能力等因素，严格执行项目准入经济标准，对高能耗、高排

放、低产出的项目实行“一票否决”。2021年，推进广东皮阿

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总部经济项目、德立智能淋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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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及卫浴配套生产基地项目、继文高档家具五金配件智能生

产基地项目等一批市内外定制家具产业项目完成准入及评

审。

二、关于大力推动企业智能化改造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建议。

（一）支持企业开展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技术改造。

鼓励工业企业引进先进的智能化生产管理设施，运用智能化

管理手段，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及绿色化生产水平。2022年省

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专题项目，共

扶持我市 38个技术改造项目（其中 36个项目为智能化、绿

色化、数字化改造项目），合计下达省级专项扶持资金 10761

万元。2022年中山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计划支持包括中山市

新力家居有限公司“板式家具自动化设备更新生产线技术改

造项目”等 300个技术改造项目，预计下达专项扶持资金逾

2亿元。

（二）以智能制造典型示范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我市积

极推荐、认定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通过试点示范，推进

生产装备数字化，提升我省关键智能部件、装备和系统自主

化水平，推进生产过程智能化，提高设计、生产、物流、销

售、服务等生命周期的智能化水平。目前我市拥有智能制造

试点示范项目国家级 2个、省级 29个、市级 86个。其中中

山市中泰龙办公用品有限公司项目为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项目，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山市华盛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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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有限公司共 5个项目为市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三）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我市于 2022

年 1月印发《中山市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若干

政策措施》(中府〔2022〕1号)，聚焦标杆企业、标杆平台、

示范园区（产业集群），以全链条、全领域、全要素支持制

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我局于 4月相继印发《中山市制造

业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标杆示范认定与奖励实施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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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银行贷款贴息与风险补

偿实施细则》等配套政策措施，通过分类实施，构建“标杆

企业+标杆平台+示范园区+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推进政

策体系，对企业开展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进行政策多方位覆盖。

我局已启动示范工厂、示范车间、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

认定申报工作，结合我市产业集群情况计划认定 10家示范

工厂、15个示范车间、10个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通

过阶梯式方法给予最高 500万元奖励。

三、关于积极推动落实各项惠企政策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建议。

（一）支持镇街申报专项债，助力“工改”破解资金难

题。支持大型产业集聚区范围内镇街申报专项债，用于基础

设施建设和土地整备等项目，助力破解土地整备资金难题。

（二）政银企合力引活水，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慢

问题。一是发布我市战略性产业集群相关企业白名单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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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产业集群相关企业融资需求情况名单，建立工信部门与银

行机构联动机制。截止到 2021年末，全市各金融机构累计

支持战略性产业集群企业 4397家，累计融资逾 800亿元，

支持企业数量和融资金额分别保持全省第 5和第 4名。二是

引导辖内银行机构加大小微信贷产品创新，提高信用贷款和

中长期贷款比例。截至 2021年末，辖内银行机构普惠口径

小微贷款余额逾 900亿元，同比增长 24.72%，较各项贷款增

速高 11.14个百分点。三是设置过桥贷、助保贷帮助企业解

决融资难题。2021年，推动银行机构为我市 210家企业办理

助保贷业务超 11亿元，累计使用专项资金帮助 539家企业

解决过桥融资资金超 120亿元，帮助企业节约财务成本超 1

亿元。四是积极创新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推广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中山模式”，扩大知识产权融资受益面，扩

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规模至 7000万，截至 2021

年 12月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项目累计为企业提

供融资超 6亿元。

四、关于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建议。

着力打造本土特色品牌展会，鼓励特色集群企业抱团参

展。我市于 2021年 1月印发实施《中山市商务发展专项资

金（促进会展业发展项目）实施细则》（中商务交字〔2021〕

1 号），借助我市特色产业集群集聚优势，形成“以产兴展”、

“以展促贸”相互促进、合作共赢的会展业独特发展模式，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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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行业商协会组织企业抱团参加市外展会，结合我市产业集

群优势和需求，引导和发动商协会组织企业参加市外专业性

展会，通过特色集群产业抱团参展、统一标识等方式，提升

我市企业及产品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一是支持我市企业参加

境内展览，通过对展位费、特装费等费用的扶持，鼓励我市

企业或行业协会组织企业抱团参展，利用国内各项展会开拓

国内市场。二是对在中山市内展馆举办、展览净面积不小于

5000 平方米、展期不少于 3天且未使用财政资金的贸易类展

览（即展览面向专业观众，不包括以个体消费为主的展览）

的举办单位予以场馆租赁等费用扶持。每个展览项目举办一

届，举办单位可获扶持金额不超过 50万元；同一展览项目

举办多届，举办单位可获年度累计扶持金额不超过 80万元；

每个举办单位举办多个展览项目的，年度累计可获扶持金额

不超过 80万元。

在 2022年的产业扶持资金申报中，已有超过 15个行业

协会，协助 800多家我市企业申报中山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促进展览业发展项目）。在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打造自有

品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关于倡导行业和企业调整低端产业结构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建议。

（一）淘汰落后低效企业。我市通过严把市场准入关，

有序淘汰一批能耗高、效益低的企业，优先支持绿色节能、

时尚创意、创新高效的企业发展。



- 8 -

（二）建设镇街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2021 年，我市出

台印发《中山市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服务中心及商

标品牌培育指导站建设工作方案》，结合我市产业布局，加

快建设一批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助推打造“1+1+N”知识产

权保护服务体系。截至目前，我市以优势产业聚集区域为重

点，在小榄、大涌、沙溪、三乡、阜沙等家具产业集聚效应

明显的镇街已开展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的建设，引导区域内

企业建立健全商标品牌等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引导辖区内重

点企业依托广东省商标维权援助服务体系平台等现代化的

信息系统开展商标预警，推进各项知识产权政策推广、运用

及服务工作。

（三）实施重大科技专项。为解决我市产业发展核心技

术攻关、“卡脖子”技术创新问题，我市主动对接国家、省重

大科技专项，并实施市级重大科技专项，支持我市制造业开展

核心技术攻关，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产业链自主创新能力，

2021年度共立项 13项，其中“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方向立

项 3项，支持面向家电、家具、食品等典型工业制造场景下的

人工智能应用研究，研究基于制造物联的柔性生产执行过程管

控、制造大数据分析决策和协同优化技术，开发制造装备数据

集成平台，实现产业化。

（四）实施传统优势产业提升计划。探索实施揭榜制新

型组织方式，调动社会创新力量，利用数字创意、5G、工业互

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应用， 结合我市传统产业优势，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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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产业发展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2021年揭榜制项目立项 3项。

六、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建议。

2022 年 1 月 11 日，市委市政府联合印发了《中山市关

于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简称“行动方案”），行

动方案从 33 个方面提出了 160 项改革措施，为中山打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指明了道路。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您对定制家具产业发展工作的关心

支持。

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2年 6月 10日

（联系人及电话：刘芸，88315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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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