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大
保障举措

❶ 加强产业链、供应
链、创新链协同

《实施方案》从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协同、加强一流
营商环境建设、加强财政金融保障、加强空间载体保障、加强
人才保障、加强数字化保障六方面提出具体举措。

❺
加强人才保障
改革“双百计划”评审机

制，优化完善“群鹭兴厦”人才
政策体系，加快引进一批高层
次企业创新创业人才。在软
件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培育
一批高质量人才发展基地，赋
予基地企业更大的人才认定
自主权，促进市场主体精准引
入高精尖缺人才。对符合条
件的各类人才，按规定给予住
房、子女教育等一揽子保障。

❻
加强数字化保障

加大产业数字化转型政
策扶持力度，对获认定的国家
级标杆示范工厂、项目，给予
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奖励。
对制造业企业上云上平台费
用予以补贴，推进国家智能制
造能力成熟度评估，对企业数
字化转型咨询诊断费用给予
补助。支持全国供应链创新
与应用示范企业与行业领先
数字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合作，
打造供应链数字服务平台。
定期推出一批应用场景清单，
为本地创新能力强、商业模式
新的企业提供新技术新产品
试验场，招引一批国内外领先
的智慧城市领域企业，带动本
地软件等相关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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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目标

聚焦“育精”
发展一批特色优势企业。提出实施“专精

特新”企业梯次培育、支持“瞪羚”企业发展、培
育制造业单项冠军3项措施。

对经认定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按规定给
予贴息补助；

对首次认定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给予一次性50万元奖励；

对工信部认定的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
业（产品），给予一次性100万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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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培强”
壮大一批龙头骨干企业。提出包括加快发展总部企业、壮

大上市企业规模、培育引进“独角兽”企业3项措施。
对首次获评世界企业500强（《财富》）、中国企业500强

（中国企业家协会）及中国制造业（服务业）企业500强（中国企
业家协会）、民营企业500强（全国工商联）的企业，分档次给予
一次性奖励；

对省市重点上市后备企业股改、挂牌新三板、辅导备案、获
证监会或交易所受理、上市募资再投资本市给予一次性奖励。

围绕“4+4+6”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独角兽”企业，对符
合条件的潜在独角兽、准独角兽和独角兽企业，加大增资扩产
和技术改造支持，享受技术创新基金扶持；按照上一年度投入
研发费用的50%给予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的信用贷款支持，
企业融资利息费用为2%/年。

聚焦“育新”
布局一批未来赛道企业。提出壮大高新

技术企业群体、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
大力扶持未来产业企业发展3项措施。

对首次认定及重新认定通过的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30万元和
20万元市级奖励；

对厦门科学城内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
以上且首次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
资格有效期内按企业年度营业收入的1%给予
每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奖励；

对符合研发费用补助条件的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每年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研
发费用补助；

对列入市先进制造业倍增计划的企业，每
年给予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的研发费用补助。

45

五大
重点任务

育
精
育
新
培
优
培
强

推
动
经
营
主
体
发
展
壮
大

我
市
出
台
实
施
方
案
，全
面
夯
实
实
体
经
济
根
基

本版文/本报记者 陈泥
通讯员 章锦标 陈雪松
经营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

对提供就业机会、推动技术进步、
创造社会财富具有重要意义。
2022年以来，我市举全市之力抓培
育、优服务，打基础、管长远，充分
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全市经
营主体突破80万家，总量达84.7万
家，同比增长10.5%。这其中不仅
有著名外企、明星企业、众多国企，
更有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个体工
商户，它们是厦门经济体量中的活
跃因子，它们的活力和竞争力，决
定了厦门的活力和竞争力。

为更大力度激发经营主体活
力和发展内生动力，近日市政府发
布《厦门市市场主体培育工程实施
方案（2023-2026 年）》（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确定了未来四年经
营主体总量、质量、创新活力的发
展目标，按照“育精、育新、培优、培
强”的原则，聚焦我市特色优势企
业、未来赛道企业、集群链主企业、
龙头骨干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明确
提出五大重点任务、15项具体措
施，致力建立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
服务链条，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夯实实
体经济根基，为厦门努力率先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总量大提升
年均新设立经营主体14万家，其中

新设企业6万家，到2026年，全市经营主
体总量突破110万家，万人拥有经营主
体数达到1700家。

质量大提升
到202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

4000家，百亿以上工业企业达到18家，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过 300
家，“瞪羚”企业超过200家，国家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产品）达到20家，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突破5000家，百亿级供应链
重点企业达到80家，千亿级供应链骨干
企业达到6家，供应链核心企业集团达
到3家，“领航型”制造业头部企业突破1
家，境内外上市公司超过135家，“独角
兽”企业达到5家。

创新活力大提升
到2026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突破3.6%，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企业占比达
到4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
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到2.3%，全市
技术合同成交额占GDP比重突破2.2%，
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
23件。

根据市场主体培育发展需要，增
加规划用地供给。保障先进制造业
倍增计划企业新投资和增资扩产项
目或企业 IPO 后募投项目用地需
求。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
探索混合产业用地供给，鼓励多种土

地用途混合利用和灵活调整。支持
工业控制线内的既有工业用地增资
扩产，经批准增加容积率的，依法不
再增收土地出让金。支持产业园区
中工业项目按规定配建宿舍型保障
性租赁住房。

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市场主体融
资，加大信贷投放，提升服务质效。
推动实施普惠型小微企业信贷计
划，加快小微企业首贷户培育拓

展。发挥应急还贷资金、增信基金
等市级惠企政策作用。丰富“信易
贷”厦门站应用场景，畅通银企线上
对接渠道。

争创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持
续开展成效评估、十佳创新举措评选、
营商环境体验等专项活动。深化“跨
省通办”“省内通办”“一件事一次办”
等改革。优化提升市电子证照库，建

立可信电子文件库。推行包容审慎监
管“四张清单”制度，动态完善清单内
容。推进“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示
范城市”建设，支持培育高价值专利组
合和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

❸ 加强财政金融保障

❹ 加强空间载体保障

对创新联合体申报科技项目给予最高不
超过2000万元资金支持。支持大中小企业
协作配套和就地采购，培育产业链“链主”企
业。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生态体系建设，形成
协同联动、竞合共生的生态发展格局。支持
发展“虚拟工厂”供应链模式。支持制造业企
业整合供应链核心资源业务，设立采购销售
平台公司。

❷ 加强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数据

2022 年度，我市经营主体总
量、质量和创新活力实现三提升。

总量方面，经营主体总量 84.7
万家、同比增长10.5%，新设经营主
体数量居全省第2，达17.2万家、同
比增长 18%，万人拥有经营主体数
量1584家、增长13.1%。

质量方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897家、增长14.1%，百亿以上工业
企业13家、增长18.2%，国家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143家、增长81%，
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4家、增
长 40%，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3600家、增长30%，“火炬瞪羚企业”
106家、增长63.1%，“独角兽”企业1
家、实现零的突破，境内外上市公
司 98 家、增长 4.2%，百亿级批零供
应链重点企业 65 家、增长 30%，千
亿级批零供应链骨干企业 3 家、增
长50%。

创新活力方面，全市技术合同
成交额134.2亿元、增长5.6%，每万
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19.9件、增长
19.2%，“科技集群”“科技强度”排名
首次跻身全球城市百强，经营主体
创新活力加速迸发。

聚焦个体工商户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提出扶持创新创业、

支持转企升级2项措施。
将根据个体工商户需求开展订单式、定向式

职业技能培训，并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
开展融资破难行动，加大个体工商户创业担

保贷款支持；
对设立1年以上、已登记为一般纳税人或规

模较大的个体工商户重点支持转型，转型企业原
则上可保留原有荣誉称号，住所（经营场所）不变
的，原有效期内的证件可继续使用；

对转型企业，落实国家有关税收优惠和创
业、社保补贴等政策。

突出
“打基础、管长远”定位

●《实施方案》更加注重建立长效机
制，体现政策长短期结合的灵活性；同时，
除重点经营主体外，对占据全市经营主体
数量近半的个体工商户，精准出台培育政
策，让政策直达各类经营主体。

亮点

突出
“改革创新、整合资源”

两条主线
●《实施方案》整合全市相关经营

主体服务管理部门及经济部门的政策
资源，并在原有政策措施基础上进行优
化和创新。

突出
“招商引资、增资扩产”

两大抓手
●《实施方案》重点任务中，针对

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独角
兽”企业等不同类型经营主体提出
招商引资、增资扩产的具体措施。

突出
“分层培育、分类培育”

相结合
●《实施方案》聚焦我市特色优势

企业、未来赛道企业、集群链主企业和
龙头骨干企业，将对重点经营主体的分
类培育和对各类经营主体的分层培育
紧密结合，让政策措施更加精准有效。

聚焦“培优”
培育一批集群链主企业。提出加快先进制造业企业

转型升级、实施供应链企业倍增计划、做强供应链核心企
业、推动文旅企业发展壮大4项措施。

对年度产值和营收符合条件的倍增计划企业，按增速
排名给予管理团队阶梯式奖励；

对符合条件的制造业创新中心给予适当补助；
对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给予一次性500万元奖励；
对主营业务为旅游、营业收入达一定规模的企业，按

规定给予奖励；
对境内外企业在厦新投资的文化旅游景区，落地开工

且符合一定条件的，按规定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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