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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中工信函〔2024〕89 号

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市政协十三届
三次会议第 133249号提案答复的函

林伟东等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细化政策支持中山“十大舰队”中优质

企业，推动中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收悉，感谢你们

为推动中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提案从深入分

析新“十大舰队”优质企业发展现状、推动中小企业“数改智

转”、优化创新引才服务、健全制造业招商机制等方面提出建

议，对我市支持“十大舰队”优质企业做大做强，推动我市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局会同各会办单位

认真研究，积极落实，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全面深入分析新‘十大舰队’中的优质企业发展

现状”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建议。

（一）注重加强产业政策顶层设计。2023年以来，我市

对标省发展“10+10”战略性产业集群、深圳培育“20+8”战略性



产业集群，出台《关于坚持制造业当家 加快打造新时代中

山现代产业集群“十大舰队”的实施意见》，立足中山实际、

展望未来，联合多个部门相继出台了《中山市推动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中山市推动

智能家电产业集群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年）》等产业

发展行动方案，“一业一策”重点规划打造以新能源、生物医

药与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家电四大产业为引领的现

代产业集群“十大舰队”。此外，我市还出台了《中山市促进

制造业龙头骨干企业加快发展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扶持

政策，推动优质企业做强做优。2023年，11个龙头骨干企

业专题项目获得 1770.1万元扶持。

（二）开展“十大舰队”产业集群和重点企业调研，加

强政企对接交流。借助国内外知名智库、产业研究机构力量，

深入分析调研中山新“十大舰队”产业集群发展现状、面临机

遇和挑战，梳理链主企业与重点企业、重点发展项目、招商

引资靶向企业等“三个清单”，分析链主企业与重点企业发展

现状和面对的困难问题，并形成一系列调研报告，提出措施

建议。加强政企对接交流，我市共成立制造业行业协会 20

余个，协会以推动中山市制造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主

要从建立信息沟通渠道、组织市场开拓、推动行业创新和技

术转化、建言献策社会贡献等方面开展工作。

（三）提升中小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一

是加快构建产业集群数字化供应链。支持我市供应链“链主”

企业加强自身能力输出，建立数据资源共享机制，通过订单



牵引、技术扩散、资源共享等方式，赋能带动供应链中小企

业数字化转型，打造高效协同的数字化供应链体系，提升供

应链整体竞争力。目前 TCL空调、格兰仕、广东长虹、欧普、

木林森、伊莱特、惠利普等“链主”企业已建设企业级数字化

供应链平台，正以此为纽带推动上下游供应链企业数字化改

造。二是推进产业链上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打通本土产

业链供需“内循环”。搭建并上线中山市企业供应链供需管理

平台，推动优质工业产品供需对接。举办制造业企业“十百千

万”供需对接活动（围绕十大舰队、举办百场活动、千家企业

参与、万宗交易成交）、智能家电专场供需对接会、建安工

程专场供需对接会、中山美居优品会、市属学校空调设备替

换供需对接洽谈会等多场供需对接活动。与江门对口开展产

业协作，重点推动灯饰、家电、五金等产业一体化融合发展。

（四）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构建全市工业经济预研

预判工作机制。强化领导干部走访服务镇街和重点工业企业

制度，建立重点企业“一企一档”，加强重点企业运行监测，

组织企业填写企业月度、季度调查问卷，研判预测工业发展

预期情况。提前捕捉经济运行趋势性、苗头性问题，落实月

度、季度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制度，查找差距分析原因，总结

运行主要特点，着力掌握和反映实情，及时提出意见建议。

二、关于“充分运用政策和配套激励措施，推动更多中小

企业‘数改智转’”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建议。

（一）加强政策供给服务，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全力推动



政策“免申即享”。一是加强政策供给服务。我市制定了《中山

市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围绕

标杆示范、平台赋能、贷款贴息、产业集群等 4项重点任务

出台了相关实施细则，并在技改、家电、装备等专项政策中

同步配套制定数字化转型专题，形成了“1+4+N”政策体系。

二是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全市首期至少投入 50亿元，加快

推动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保障政策落到落实抓细。开展数

字化智能化项目贷款全额贴息（“数字贷”），建成“数字贷”

平台打通与银行业务间的信息壁垒，联合 11家银行发布 16

个金融产品。2023年累计完成 93个数字贷备案，共 10亿元

贷款需求，完成项目授信额度近 5.39亿元，累计发放贷款

2.91亿元，带动数字化智能化计划投资 13.05亿元。三是简

化扶持政策申报流程。加快我市惠企政策兑现，印发了《中

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实施方案》，贷款贴

息、示范工厂建设、示范车间建设、标杆示范建设等 4个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政策事项已纳入“免申即享”范围，2023年以

来，累计“免申即享”兑付奖补资金超 4000万元，进一步增强

了企业对政策的获得感。

（二）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示范标杆建设。推动纬创资

通建成世界“灯塔工厂”，完美入选工信部工业互联网试点示

范，铧禧科技的泛家居工业互联网二级节点标识解析平台入

选工信部工业互联网安全深度行活动典型案例，目前，我市

拥有世界级“灯塔工厂”1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市级以上项

目 86个，其中省级以上 32个、国家级 2个，建设 28个省



级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示

范工厂、示范车间、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建设，已认定

和培育纬创资通、达能、中荣印刷等 18家数字化智能化示

范工厂，广东奥马冰箱有限公司等 27个示范车间，广东 TCL

智能暖通设备有限公司等 20个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

通过标杆带动，以点带面推动广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累

计带动 8500多家企业上云用平台，逐步形成了示范效应。

（三）加强中小微企业“把脉问诊”，提升企业数字化智

能化转型能力。组建运营商、平台商等 70人数字化行业专

家诊断队伍开展免费诊断服务帮助企业梳理“智改数转”中存

在的短板和问题，走访企业 1680家次，为 216家企业进行

数字化诊断咨询。摸查梳理 694家企业提出数字化智能化改

造升级需求，为企业提供 5100家次现场服务与定制方案，

启动项目 282个。协调推动火炬区、翠亨新区、小榄镇、东

凤镇等多个镇街为企业提供“一对一”的专项咨询诊断服务。

联合三大运营商、行业协会、银行机构成立“数字化智能化改

造升级政策走进产业集群”宣讲团，下沉镇街、走进企业现场，

引导企业树立数字化思维、提升数字化转型能力，坚定企业

加大投入的信心和决心，在全市各镇街组织 200多场政策宣

讲及培训，现场参会企业 6800多家。推动 207家企业实行

首席信息官制度并任命了 207个 CIO职位，组织 8期企业首

席信息官培训班，400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参加培训。

三、关于“进一步优化中山创新引才管家服务，吸引科技

成果在中山转移与转化”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建议。

（一）优化中山创新引才管家服务，提高引才精准性。

精心打造“引才管家”服务，由重点企业“点单”，一对一制定

个性化引才方案，同步采用“线上+线下”“云聘+双选”引才模

式，切实强化招才引智效能和人才新政服务保障。2023年中

山“人才节”期间，累计组织开展“新十大舰队”产业集群系列

引才活动，各类线上线下引才活动参加企业约 400家次，提

供岗位 1208个，人数需求 4868人，收到简历 7443份。组

织重点企业单位赴武汉、深圳、广州、桂林、长沙等地组织

开展“高校人才追梦季”线上线下校招、“‘清北哈’职缘、才聚

大湾区”重点用人单位双选会系列引才活动，13所院校校招

共收到简历 6200份（博士 125人、硕士 2514人、本科 3558

人）。

（二）引进培育创新科研团队，强化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出台《中山市科技创新强市十五条》，以创新科研团队项目为

抓手，全力引进培育高层次科研人才。2023年以来，共引进

博士 36人，40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 26人，团队中博士、青

年科技人才占比均创历史新高。以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

引进 46位领军人才，联合培养研究生规模逾 600人（含博士

研究生 28人，留学生 8人）。大力营造科技创新人才招引氛

围。2023年，举办了“2023年海外专家南粤行（中山专场）

暨全球人才交流洽谈会”、“大湾区（中山）台湾高层次人才

引进和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启动仪式暨百名台博进院企、2023

年“台湾青年广东创业行（中山站）”、广东省企业科技特派



员中山行和中山市企业科技特派员火炬行等活动，吸引更多

高层次人才来我市创新创业。2023年 12月，举办深圳-中山

产业创新资源对接会，加强两地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

类创新资源交流合作，促进中山与深圳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发

展，活动现场，22个深中科技合作项目在会上进行集中签约。

四、关于“将新“十大舰队”中优质企业的资源，纳入招商

机制”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建议。

（一）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强化精准招商、靶向招商。

出台我市首份招商引资工作“一盘棋”实施意见，全面实施以

市领导为“链长”、各产业主管部门“一把手”为产业链工作小

组组长、龙头企业为“链主”的招商体制，聚焦“十大舰队”产

业集群，深入企业调研，梳理形成招商引资靶向企业清单，

开展强链、补链、延链招商工作。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强

化 2024年中山市招商引资工作“一盘棋”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意见》，落实“管产业管行业必须管招商”的工作要求，强化招

商引资工作统筹机制。截至目前，全市共有签约项目 205个，

投资额 435.31亿元；市直部门共报送有效招商线索 188条，

投资额约 1355.13亿元。

（二）积极创新“以商引商”招商模式。通过举办系列

招商活动，在活动上聘请一批行业地位、资历较高的企业家

担任招商顾问，去年共聘任了 22名招商顾问参与招商工作，

通过顾问介绍优质项目资源，拓展了项目来源。通过政府采

购的方式，聘请了 2家招商中介，发挥其自身资源优势，分别



参与我市针对国内和欧洲的招商工作。此外，我市还积极开展

深中联合招商，举办深圳·中山联合招商大会，强化深中产业对

接。推出“挂榜招商”，遴选优质项目，推出中山近年来最大连

片工业熟地。联合“工改”招商，举办全市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

暨“工改”产业园招商大会，推动 36个项目签约，助推低效园区

升级。

专此答复，再次感谢你们对推动中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4年 7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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