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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中工信函〔2022〕47 号

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市政协十三届
一次会议第 131340号提案答复的函

姚永红（等）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鼓励本土企业增资扩产、转型升级，培

育本土优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提案第 131340号）收

悉。感谢你们对我市培育本土优质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作的密切

关注和大力支持。提案针对目前我市增资扩产工作现状、趋势，

以及培育本土企业方面提出了多项可操作性的工作建议，为进

一步推动我市企业增资扩产工作提供了方向和路径。我局经综

合市商务局、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意

见，现答复如下：

一、进一步优化全市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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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营商环境改革。2022年初，市委办、市府办

联合印发《中山市关于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对标

先进地市，从企业全生命周期贴心服务、要素支撑、政务服务、

法治服务、城市环境等五大方面、160项改革小点，全面重塑

全市营商环境政策体系，力争在企业办事便利度、资源要素支

撑度、政务服务满意度、企业权益保障度、城市环境美誉度等

方面实现更大改革突破，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

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二）高位谋划增资扩产工作。成立市招商引资工作指挥

部，由市委书记、市长任总指挥，其中，为加强本土企业增资

扩产服务工作，在专班中成立增资扩产组，专项服务本土企业

增资扩产。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召开增资扩

产专题会议，先后举行 10场工作会议，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

（三）对增资扩产项目倾斜支持。市招商引资工作总指挥

部目前正在制定《中山市招商引资意向供地项目（产业类）准

入及审议工作规则（修订）》（征求意见稿），对本市领军企

业、龙头骨干企业、总部企业、制造业上市企业、专精特新企

业的增资扩产项目可视实际需要放宽准入要求。同时，对优质

规上工业企业首次在本市购置土地的增资扩产项目，项目准入

要求较一般增资扩产项目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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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诉求“马上办”。印发《中山市企业诉求“马上

办”全时响应工作方案》，构建 7×24小时企业诉求“马上办”

响应工作机制，实现诉求受理“全渠道”覆盖、诉求办理“全过

程”跟踪、诉求结果“全方位”督导。截至 5月 31日，全市“马

上办”各类渠道（包括 12345热线、粤省事、粤商通、12345

公众号等线上渠道，以及全市各级政务服务大厅线下渠道）共

处理企业诉求 16680件，即时回复企业 14690件，即时回复率

达 88%。

二、积极开展创业辅导、企业管理人员培训

（一）开展创业辅导培训。市人社局每年认定一批创业导

师，开展创业辅导培训活动。截至 2022年一季度，全市现有

在册创业导师共 277人。创业导师可提供各类培训服务，以提

升本土企业管理人员素质，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此外，根

据省创业导师扩容提质工作指引，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和委员提

案建议，今年拟探索建立创业导师激励机制，对创业导师开展

分级分类管理，提升导师服务质量，吸引更多行业优秀人才加

入创业导师队伍，为我市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覆盖面更广的

企业管理和人才规划等培训服务。

（二）开展企业管理人员培训。积极开展工信系统企业生

产管理人员培训，围绕互联网+、智能制造、精益生产、转型

升级、投融资、领军人才、创业创新、服务能力提升等 10个

专题，免费对中小（民营）企业、服务机构中高层经营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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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开展培训，提升企业管理人员的素质。其中，中山市累计开

展 10余场活动，邀请到山东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财经

大学、广东省人才研究所、广东省地方税收研究会和阿里巴巴

等院校、机构和企业的专家、管理人员授课。截至目前，全市

超 500家企业、1000名企业在职生产管理人员参与培训。

三、不断加大惠企政策支持

（一）集中发布惠企政策。2022年 2月 15日，我市集中

发布 16项惠企政策，涵盖工业园改造、财政支持、企业增资

扩产、数字化转型、龙头企业发展、科技创新、上市融资、跨

境电商、营商司法环境等领域，从资源释放、政策让利、资金

支持、司法保护等方面加大对企业的支持。比如支持数字化智

能化转型政策，未来 5年全市投入不少于 50亿元资金，支持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鼓励数字化智能化示范工厂

建设，支持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以及支持高水平工业互联

网平台和数字赋能平台建设。

（二）支持企业搬迁腾挪。在“工改”配套政策层面，全力

推进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支持企业扎根中山、实现不停

产改造。目前市工信局已印发了《中山市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

升级企业搬迁腾挪补助实施细则》，通过搬迁腾挪补助资金的

支持和引导，妥善安置优质企业，合理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支

持本土企业转型升级，推动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

四、加快推进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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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起点谋划建设产业平台。加快中山大型产业集聚

区建设，规划建设科创与总部经济产业园、研发与高端制造产

业园、清洁能源与智能装备产业园、健康医药产业园、智能家

电产业园、光电与智能终端产业园、新材料（原料药及化工产

业园）等 7大主题产业园。大型产业集聚区按照统一规划、创

新驱动、区域协同、生态优先的原则，把大型产业集聚区打造

成为珠江东西两岸融合发展引领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典范

样板区、面向全球的战略性产业集群高地、粤港澳大湾区开放

合作的新高地。

（二）加快构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一是强化政府引导。

建立市企业全生命周期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发展联席会议制度，

协调解决平台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打造“1个平台

体系，1个平台联盟，围绕 9大板块，引育 N个公共技术服务

单位”的“1+1+9+N”建设体系。二是强化市场运作。聚焦互联

网+共享设计、智能产品、生物医药等九大板块，先后引进国

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硕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上海黑子信息科技公司等优质公共技术服务单位和德国

VDE、法国 BV等国际权威检验检测认证机构，以市场化运作

方式组建中山市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体系，提供研发、设计、制

造、销售、运营维护等一站式全链条技术支持和专业化服务。

三是成立中山市企业全生命周期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联盟，并依

法注册为联合会，广泛吸收产、学、研、用”单位加入，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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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涵盖公共技术服务单位 45个，高职院校、银行、协会 37

家，统筹整合各类资源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目前，已建成市

级工业和工业互联网类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18个、国家级检验

检测平台 4个、省级检验检测平台 14个。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我市培育本土优质企业高质量

发展工作的关心支持。

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2年 6月 14日

（联系人：黄文波，联系电话：88315243）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市商务局、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