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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工業和信息化廳 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gdii.gd.gov.cn/zwgk/tzgg1011/content/post_3253846.html） 

 

附錄 

 

广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广东省加快先进制造业项目投资建设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粤府〔2021〕21 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广东省加快先进制造业项目投资建设若干政策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反映。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21 年 3 月 18 日 

   

广东省加快先进制造业项目投资建设若干政策措施 

   

为进一步发挥制造业投资推动工业经济增长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快先进制造业项目投资

建设，促进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以下简称战略性产业集群）高质量发

展，加快建设制造强省，制定本政策措施。 

一、加强分区域分行业分类指导。围绕“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按照“十四五”

全省制造业总体空间布局，支持各地结合产业发展实际和特色，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聚焦新

一代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智能家电、汽车、先进材料、现代轻工纺织、软件与信息服务、超

高清视频显示、生物医药与健康、现代农业与食品等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半导体与集成

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智能机器人、区块链与量子信息、前沿新材料、新能源、激光与增材制

造、数字创意、安全应急与环保、精密仪器设备等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立足“招好商、

招大商、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积极引进产业带动性强、技术水平先进、绿色低碳的先进制

造业项目。支持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加大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投资力度，鼓励

省、市、县（区）国有资本深度参与先进制造业项目引进建设。 

二、加大制造业投资奖励。省财政设立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对“十四五”期间各

地级以上市引进、建设先进制造业项目予以支持：支持先进制造业投资奖励，对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广州、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市总投资 10

亿元以上的制造业项目，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汕尾、阳江、湛江、茂名、清远、潮州、

揭阳、云浮市总投资 5 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省财政按其新增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不超过 2%

的比例，分年度对地级以上市政府予以事后奖励，相关奖励资金由地级以上市设定绩效目标，

可以用于降低用地或生产运营成本、科研投入、产业园发展、配套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设备奖励、贷款贴息、人才奖励、用工或职业技能培训、“工改工”等；支持首台（套）重大技

http://gdii.gd.gov.cn/zwgk/tzgg1011/content/post_32538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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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装备研制与推广应用；对 20 个战略性产业集群的大型技术改造项目给予奖励，其中珠三角

地区技术改造项目按设备购置额不超过 20%予以奖励，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技术改造项目按设备

购置额不超过 30%予以奖励，原则上企业技术改造政策和制造业投资奖励政策不叠加；支持新

建大型产业园区建设等（具体实施细则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省财政厅另行印发实施）。 

三、加强内外资一体化全产业链招商。打造先进制造业“大招商”格局，定期举办省、

市、县（区）招商大会，搭建省市联动招商网络。实施产业链招商工程，围绕战略性产业集群，

编制产业招商地图，成立产业链招商联盟，建立产业招商数据库和目标企业清单。加强与国家

重大战略及港澳地区对接、协同联动，围绕先进制造业产业链推动互补招商。支持有条件的地

区设立市场化、专业化及内外资一体化投资促进机构，鼓励以更灵活方式对引进先进制造业项

目成效显著、贡献突出的机构和个人给予奖励。 

四、推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加快推

进粤港澳大湾区国家创新中心建设，在先进制造业领域重点布局，促进先进制造业重大成果在

粤转化落地，在每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建设至少 1 家省级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或制造业

创新中心，鼓励各地对国家级、省级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和中试基

地给予资金支持。强化产学研合作，支持先进制造业项目单位联合国家相关行业领先高校、科

研院所来粤设立新型研发机构，支持国家实验室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

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研发机构落地广东建设分中心、分实验室。围绕战略性产业集群加快建

设一批国家级和省级质检中心、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技术标准创新基地。聚焦战略性产业集群

数字化转型，支持先进制造业项目加快完善 5G、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五、强化资源要素保障。各地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时要统筹考虑制造业发展需求，优化

产业用地布局，划设工业用地控制线。省每年安排一定用地指标用于先进制造业项目预支使用，

对各地引进符合条件的先进制造业项目但当年用地指标确有不足的，可按规定向省申请预支指

标。省每年安排用地指标奖励制造业发展较好的地级以上市政府，优先用于先进制造业项目引

进建设。优先保障先进制造业项目使用林地定额需求。研究制定工业用地“标准地”供应指标

体系。支持和鼓励各地建设高标准厂房和工业大厦，容积率在 1.6 以上、2 层以上且带工业电

梯的高标准厂房和工业大厦，可按幢、层等为基本单元进行不动产首次登记。各地按照工业优

先用地原则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加快先进制造业项目用地、用海、用林审批；年度建设用地

供应计划要充分保障工业用地供给；“三旧”改造土地优先保障先进制造业项目需求。 

六、优化环境资源管理。优化环评服务机制，主动提前介入，指导优化选址选线、生态

环保措施，协调解决环境制约问题，对高质量编制完成环评文件的制造业项目，实行环评审批

一次性办理。对符合条件的制造业项目实行告知承诺制、简化环评编制内容、降低环评等级等

改革措施，对基本不产生生态环境影响的制造业项目免于办理环评手续。省 “十四五”能耗

总量指标分配充分考虑各地区先进制造业项目建设投产情况。对超额完成可再生能源激励性消

纳责任权重的地市，超出最低消纳责任权重的消纳量不纳入该地区年度和“十四五”当期能源

消费总量考核。 

七、加强金融和产业资本支持。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战略性产业集群企业和项目的信贷

支持力度。推动金融机构增加制造业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提高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

款占比。引导金融机构完善信贷管理机制，增强信贷资源供给、推出专属信贷产品，优化融资

服务，提高先进制造业项目金融服务质效。鼓励地市成立本地先进制造业重点项目金融信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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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专班，协调金融机构加强融资支持，优化审批流程，便利企业融资。引导保险机构开发针对

先进制造业项目的专属保险产品。建立与国家相关产业投资基金常态化对接工作机制，强化省、

市相关产业发展基金的政策导向，引导基金聚焦重点产业链上下游联通开展投资，加大对先进

制造业项目支持力度，通过资本纽带构建产业链上下游协作的产业生态圈。 

八、强化高素质人才支撑。深入实施“广东技工”工程、“湾区人才”工程。对全省总投

资 50 亿以上先进制造业项目单位赋予高级职称（含正高和副高）评审权，由项目单位制定评

审标准条件；对沿海经济带东西两翼和北部生态区总投资 10 亿以上先进制造业项目单位赋予

副高级职称评审权。支持各地根据先进制造业项目需求，多渠道组织线上线下人才专场招聘会，

支持企业引进、培育高层次人才。鼓励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先进制造业项目提供免费服

务，各地可根据服务人数、人才类型等对提供服务机构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支持先进制造

业项目单位建设“人才驿站”。引导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重点建设 20 个与战略性产业集群

相匹配的专业集群。在先进制造业项目单位及企业推行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符合条

件的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鼓励地市参照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应届毕业生到沿海经

济带东西两翼和北部生态区制造业企业就业，符合条件的可参照高校毕业生给予每人 5000 元

的基层就业补贴。鼓励各地制定本地先进制造业项目团队或项目所在企业高管人才薪酬补贴政

策,推广人才“一站式”服务，在居住、社会保障、户籍、就医、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政策和便

利服务。 

九、打造高水平项目承载平台。积极支持申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鼓励有条件的地市向园区下放更多管理权限，将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省产业园打造成为全省先进制造业项目建设的主阵地。聚焦战略性产业集群培育，加快建设一

批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布局建设一批省产业园，支持村镇

工业集聚区升级改造后规划建设省产业园，打造一批特色产业园区，省、市、县（区）加大对

园区道路、管网、环保、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支持力度，各地用地指标要优先

保障园区建设需要。 

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建立省领导定向联系负责若干战略性产业集群机制，发挥世界

500 强企业和大型骨干企业“省长直通车”制度、省领导联系跨国企业直通车制度以及省制造

业重大项目建设总指挥部会议、利用外资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项目引

进和落地建设。各地级以上市要成立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制造强市建设领导小组，

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先进制造业项目引进和建设，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专题会议或现

场办公会及时协调解决项目落地及建设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协调水、电、燃气和通信服务单位

严格按照承诺的时限完成接入服务，统筹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全力支持推动先进制造业项

目保投产、保续建、促新开、促落地、增固投。省政府将先进制造业项目引进及建设工作纳入

重点督查范围，视情况对各地开展专项督查。 

本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政策内容工作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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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策内容工作分工 
 

序号 政策内容 责任单位 

一、加强分

区域分行

业分类指

导 

1. 围绕“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按照“十四

五”全省制造业总体空间布局，支持各地结合产业发

展实际和特色，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聚焦新一代电

子信息、绿色石化、智能家电、汽车、先进材料、现

代轻工纺织、软件与信息服务、超高清视频显示、生

物医药与健康、现代农业与食品等十大战略性支柱产

业集群和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智能机

器人、区块链与量子信息、前沿新材料、新能源、激

光与增材制造、数字创意、安全应急与环保、精密仪

器设备等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立足“招好商、

招大商、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积极引进产业带动

性强、技术水平先进、绿色低碳的先进制造业项目。

支持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加大向实体经济特别是

先进制造业的投资力度，鼓励省、市、县（区）国有

资本深度参与先进制造业项目引进建设。 

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

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

厅、省国资委、省能源局

（排名最前的为牵头单

位，共同牵头或会办单

位间用顿号隔开，下同） 

二、加大制

造业投资

奖励 

2. 省财政设立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对“十四五”

期间各地级以上市引进、建设先进制造业项目予以支

持：支持先进制造业投资奖励，对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广州、珠海、佛山、惠州、东

莞、中山、江门、肇庆市总投资 10 亿元以上的制造业

项目，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汕尾、阳江、湛江、

茂名、清远、潮州、揭阳、云浮市总投资 5 亿元以上

制造业项目，省财政按其新增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不

超过 2%的比例，分年度对地级以上市政府予以事后奖

励，相关奖励资金由地级以上市设定绩效目标，可以

用于降低用地或生产运营成本、科研投入、产业园发

展、配套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设备奖励、贷款

贴息、人才奖励、用工或职业技能培训、“工改工”等；

支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与推广应用；对 20

个战略性产业集群的大型技术改造项目给予奖励，其

中珠三角地区技术改造项目按设备购置额不超过 20%

予以奖励，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技术改造项目按设备购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

财政厅、各地级以上市

政府，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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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额不超过 30%予以奖励，原则上企业技术改造政策

和制造业投资奖励政策不叠加；支持新建大型产业园

区建设等（具体实施细则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省

财政厅另行印发实施）。 

三、加强内

外资一体

化全产业

链招商 

3. 打造先进制造业“大招商”格局，定期举办省、市、

县（区）招商大会，搭建省市联动招商网络。 

省商务厅、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省国资委、各地

级以上市政府 

4.实施产业链招商工程，围绕战略性产业集群，编制产

业招商地图，成立产业链招商联盟，建立产业招商数

据库和目标企业清单。 

省商务厅、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省国资委 

5.加强与国家重大战略及港澳地区对接、协同联动，围

绕先进制造业产业链推动互补招商。 

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

委 

6.支持有条件的地区设立市场化、专业化及内外资一

体化投资促进机构，鼓励以更灵活方式对引进先进制

造业项目成效显著、贡献突出的机构和个人给予奖励。 

省商务厅、各地级以上

市政府 

四、推动科

技创新平

台建设 

7.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家创新中心建设，在先进制

造业领域重点布局，促进先进制造业重大成果在粤转

化落地，在每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建设至少 1 家省级技

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或制造业创新中心。 

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

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8.鼓励各地对国家级、省级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

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和中试基地给予资金支持。 
各地级以上市政府 

9.强化产学研合作，支持先进制造业项目单位联合国

家相关行业领先高校、科研院所来粤设立新型研发机

构，支持国家实验室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

中心、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研发机构落地广

东建设分中心、分实验室。 

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

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0.围绕战略性产业集群加快建设一批国家级和省级

质检中心、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省市场监管局，各地级

以上市政府 

11.聚焦战略性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支持先进制造业

项目加快完善 5G、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 

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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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资

源要素保

障 

12.各地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时要统筹考虑制造业发

展需求，优化产业用地布局，划设工业用地控制线。 
各地级以上市政府 

13.省每年安排一定用地指标用于先进制造业项目预

支使用，对各地引进符合条件的先进制造业项目但当

年用地指标确有不足的，可按规定向省申请预支指标。 

省自然资源厅，各地级

以上市政府 

14.省每年安排用地指标奖励制造业发展较好的地级

以上市政府，优先用于先进制造业项目引进建设。 

省自然资源厅，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各地级以

上市政府 

15.优先保障先进制造业项目使用林地定额需求。 省林业局 

16.研究制定工业用地“标准地”供应指标体系。 
省自然资源厅、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 

17.支持和鼓励各地建设高标准厂房和工业大厦，容积

率在 1.6 以上、2 层以上且带工业电梯的高标准厂房和

工业大厦，可按幢、层等为基本单元进行不动产首次

登记。 

各地级以上市政府 

18.各地按照工业优先用地原则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

加快先进制造业项目用地、用海、用林审批；年度建

设用地供应计划要充分保障工业用地供给；“三旧”改

造土地优先保障先进制造业项目需求。 

各地级以上市政府 

六、优化环

境资源管

理。 

19.优化环评服务机制，主动提前介入，指导优化选址

选线、生态环保措施，协调解决环境制约问题。 
省生态环境厅 

20.对高质量编制完成环评文件的制造业项目，实行环

评审批一次性办理。 
省生态环境厅 

21.对符合条件的制造业项目实行告知承诺制、简化环

评编制内容、降低环评等级等改革措施，对基本不产

生生态环境影响的制造业项目免于办理环评手续。 

省生态环境厅 

22.省“十四五”能耗总量指标分配充分考虑各地区先

进制造业项目建设投产情况。 
省能源局 

23.对超额完成可再生能源激励性消纳责任权重的地

市，超出最低消纳责任权重的消纳量不纳入该地区年

度和“十四五”当期能源消费总量考核。 

省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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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加强金

融和产业

资本支持 

24.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战略性产业集群企业和项目

的信贷支持力度。推动金融机构增加制造业信用贷款

和中长期贷款，提高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占

比。引导金融机构完善信贷管理机制，增强信贷资源

供给、推出专属信贷产品，优化融资服务，提高先进

制造业项目金融服务质效。 

广东银保监局、深圳银

保监局、人民银行广州

分行、人民银行深圳市

中心支行、省地方金融

监管局、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

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

省能源局 

25.鼓励地市成立本地先进制造业重点项目金融信贷

工作专班，协调金融机构加强融资支持，优化审批流

程，便利企业融资。 

各地级以上市政府 

26.引导保险机构开发针对先进制造业项目的专属保

险产品。 

广东银保监局、深圳银

保监局 

27. 建立与国家相关产业投资基金常态化对接工作机

制，强化省、市相关产业发展基金的政策导向，引导

基金聚焦重点产业链上下游联通开展投资，加大对先

进制造业项目支持力度，通过资本纽带构建产业链上

下游协作的产业生态圈。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

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

各地级以上市政府 

八、强化高

素质人才

支撑 

28.深入实施“广东技工”工程、“湾区人才”工程。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29.对全省总投资 50 亿以上先进制造业项目单位赋予

高级职称（含正高和副高）评审权，由项目单位制定

评审标准条件；对沿海经济带东西两翼和北部生态区

总投资 10 亿以上先进制造业项目单位赋予副高级职

称评审权。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30.支持各地根据先进制造业项目需求，多渠道组织线

上线下人才专场招聘会，支持企业引进、培育高层次

人才。 

各地级以上市政府，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 

31.鼓励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先进制造业项目

提供免费服务，各地可根据服务人数、人才类型等对

提供服务机构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各地级以上市政府 

32.支持先进制造业项目单位建设“人才驿站”。 

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各地级

以上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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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引导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重点建设 20 个与战略

性产业集群相匹配的专业集群。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34.在先进制造业项目单位及企业推行现代学徒制和

企业新型学徒制，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

鼓励各地参照实施。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财政厅、各

地级以上市政府 

35.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应届毕业生到沿海经济带

东西两翼和北部生态区制造业企业就业，符合条件的

可参照高校毕业生给予每人 5000 元的基层就业补贴。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36.鼓励各地制定本地先进制造业项目团队或项目所

在企业高管人才薪酬补贴政策,推广人才“一站式”服

务，在居住、社会保障、户籍、就医、子女入学等方

面提供政策和便利服务。 

各地级以上市政府、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九、打造高

水平项目

承载平台 

37.积极支持申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鼓励有条件的地市向园区下放更多管理权

限，将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省产

业园打造成为全省先进制造业项目建设的主阵地。 

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

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商务厅 

38.聚焦战略性产业集群培育，加快建设一批以先进制

造业为主导产业的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布局

建设一批省产业园，支持村镇工业集聚区升级改造后

规划建设省产业园，打造一批特色产业园区，省、市、

县（区）加大对园区道路、管网、环保、通信等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支持力度，各地用地指标要

优先保障园区建设需要。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

科技厅、省财政厅、省自

然资源厅、各地级以上

市政府 

十、加大统

筹协调力

度 

39.建立省领导定向联系负责若干战略性产业集群机

制，发挥世界 500 强企业和大型骨干企业“省长直通

车”制度、省领导联系跨国企业直通车制度以及省制

造业重大项目建设总指挥部会议、利用外资工作联席

会议机制作用，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项目引进和落地

建设。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

商务厅 

40.各地级以上市要成立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

长的制造强市建设领导小组，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

亲自抓先进制造业项目引进和建设，至少每季度召开

各地级以上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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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专题会议或现场办公会及时协调解决项目落地及

建设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协调水、电、燃气和通信服

务单位严格按照承诺的时限完成接入服务，统筹资金、

土地、人才等要素全力支持推动先进制造业项目保投

产、保续建、促新开、促落地、增固投。 

41.省政府将先进制造业项目引进及建设工作纳入重

点督查范围，视情况对各地开展专项督查。 
省政府办公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