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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中工信函〔2023〕58 号

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市政协十三届
二次会议第 132360号提案答复的函

胡志标等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快推动中小化工企业转型升级的

建议》（提案第 132360号）收悉，经综合市应急管理局、

科技局、三角镇等单位意见，现答复如下：

提案全面客观分析了我市化工企业发展现状，针对性

指出了我市化工行业低端产能过剩、缺龙头企业、缺创新

增长等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行业转型升级、培育龙头

骨干企业、促进化工企业进行新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等建

设性意见建议，为促进我市中小化工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

非常宝贵的思路。

一、关于“加强组织协调，落实各项措施，促进行业

转型升级”的建议

吸收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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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着力打造三角高平省级化工园区。高平化工园区

是目前我市唯一的化工园区，总规划面积 34.65公顷，折合

约 520亩。重点发展以半导体为主的新材料、电子、化学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完善中山产业体系，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园区正加大力度完善软硬件设施，提

升园区安全水平，往更低风险的 D级目标迈进。园区智慧

管控平台一期建设已完成，已投入正常运行，数据已对接

上传省应急厅管控系统，基本满足《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智

能化管控平台建设指南（试行）》要求，拟对智慧管控平

台进行扩容升级二期建设，全面覆盖园区范围。依托园区

智慧管控平台为，进一步规范园区封闭化管理，对园区进

出人员、车辆、物料进行实时管控，实行全过程全封闭化

管理。为拓展高平化工园区发展空间，加快推进高平化工

园区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助力我市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

发展。按照省、市有关化工园区扩区的要求，高平化工园

区正在进行扩区相关工作，一期扩区 928亩，扩区后总面

积达 1448亩。扩区完成后，我局将牵头市应急管理、生态

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按照《广东省化工园区建设标准

和认定管理实施办法》相关要求，推动高平化工园复核认

定为省级化工园区。

二是高含金量政策真金白银支持企业发展。系统谋划

制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精简汇编“支持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 11条”“促进龙头骨干企业发展 8条”“促

进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 5条”等重磅政策。出台《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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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打造世界 500强企

业工作方案》，“一企一策”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壮大。

2022年 8月出台《中山市降低规上工业企业用电用气成本

实施方案》，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提振发展信心、稳定

市场预期。2022 年，争取到 10.4 亿元省、市产业扶持资

金，全方位支持企业降本增效、做大做强。2023年新年伊

始，为推动实现经济发展良好开局，我局联合市发改局等

部门研究出台了《中山市“拼经济、稳增长”新春惠企政

策》，俗称“新春惠企 18条”，推出了强产业稳增长、扩

投资增动能等五大行动举措，共包含 18条具体政策，为企

业送出价值约 5 亿元的新春“大礼包”，单项最高奖补

2000万元，基本涵盖了企业全生命周期。

三是加快重点项目建设。2023年 2月 23日，中山市人

民政府与广州市中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中创集团广东医谷•中山生物医药产业化基地和年产

60万吨新能源电池材料及 10万吨超净高纯微电子材料项目

将落地三角镇，预计总投资不低于 180亿元，年产值不低

于 260亿元，税收不低于 10亿元。高平化工园内现有菲力

特新材料、中益油墨、约克夏染料、中晟环境科技、中科

富氦等企业。2022 年园区实现工业总产值 3.7 亿元、税收

1318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10%和 38.7%。目前，园区正处

于建设发展阶段，入驻化工企业以涂料、油墨、胶黏剂、

化工助剂等传统精细化工企业为主，新增签约及在谈项目 9

个，总投资约 160 亿元、预计年产值超 280亿元、税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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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亿元。

二、关于“提高化工行业业集中度，培育龙头骨干企

业”的建议

吸收采纳。近年来，我市聚焦分类施策，构建企业梯

度培育体系，着力促进小升规、规转股、股上市。截至目

前，全市新材料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共有 421 家，

2022年研发投入超 18亿元，实现营收超 464亿元，中山市

巴德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中山榄菊日化实业有限公司等

一批龙头骨干企业，在各自的细分领域中具备全国竞争力

和影响力。

一是培育制造业龙头骨干和领军企业。评定明阳、康

方为中山市领军企业。制定《支持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打造世界 500强企业工作方案》，研究康方生

物“一企一策”扶持政策。纬创资通入选世界经济论坛

（WEF）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成为中山首家“灯塔

工厂”。新认定台光电子等 7家制造业龙头骨干企业，美

味鲜等 14家企业复审通过，长虹电子、中晟电磁等 9家企

业纳入龙头骨干培育企业库。

二是加快小微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出台进一步

促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以及推进专精特新和单项冠军企

业培育发展的补充意见，省专精特新和工信部小巨人企业

与市专精特新培育企业享受同等扶持政策。拥有省级创新

型中小企业 938家、总量位居全省第 5；省级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 458 家、总量位居全省第 6；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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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企业 18家、总量位居全省第 7；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

军企业 5家，数量位居全省第 5。

三是全力推动小微企业上规模。2022年争取省、市小

升规奖补资金 1.972 亿元，其中省级资金 1.261 亿元惠及

1261家企业。组织开展系列融资对接互动，为企业送上低

利率、高效率的融资服务。组织多家银担机构，分片区开

展 5场金融惠企对接活动，提供融资授信 3.5亿元。认定 7

家市级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万创孵化器获评

国家级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

三、关于“构建创新产业链条、提供研发创新平台，

促进化工企业进行新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的建议

吸收采纳。市科技局坚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

位，推动资源配置与产业需求相结合，鼓励企业加大科研

投入，不断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

一是大力支持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围绕产业链的

难点卡脖子技术，强化定向组织力度，集中资源实施市级

重大科技专项，探索“揭榜挂帅”新机制，面向市内外骨

干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进行公共张榜征集解决方案，通

过集聚科技创新资源为企业解决关键技术难题及成果转化

问题，单个项目最高资助 1000万元。

二是支持高端创新平台建设。鼓励各镇街自主建设产

业科技创新中心，鼓励本地领军企业和龙头骨干企业组建

创新联合体，对获批的国家级创新平台，最高资助 1000万

元，对各类省级重点科技创新平台按省级支持经费给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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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每年最高资助 1000万元。

三是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人才集聚。支持科技创新领军

人才在我市重点产业前沿细分领域开展探索性基础研究和

应用型成果转化等科研学术研讨活动，探索实施科技创新

领域香山特聘人才工作，在聘期内分档次对特聘人才予以

资助。大力引进高层次创新科研团队，创新“科学家+工程

专家+研发团队”组织模式，积极对接国家、省重大人才工

程，进一步吸引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来我市创新创业，引进

培育一批高层次创新科研团队并按团队类型给予 500-3000

万元补助。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我市中小化工企业转型升

级工作的关心支持。

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3年 6月 26日

（联系人及电话：郑南生，88315789）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市科技局，应急管

理，三角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