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厦府办规〔２０２３〕４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鼓励企业扩大有效投资促进产业发展

提质增效若干意见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各开发区管委会,市属各国有企

业,各有关单位:

«厦门市关于鼓励企业扩大有效投资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的若干意见»已经第３４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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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８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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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关于鼓励企业扩大有效投资

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的若干意见

为鼓励本市企业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市场信心,增强发展后

劲,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制定本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打造“财政政策＋金融工具”升级版,协同发力支持企

业增资扩产,扩大有效投资,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原则

㈠项目引领.坚持项目建设是经济工作的总抓手,聚焦重点

领域谋划实施一批有市场有潜力的优质项目,力争到２０２５年,实

施“增资扩产”项目５００个,三年累计总投资超２０００亿元,持续形

成项目带动强势.

㈡壮大集群.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围

绕本市“４＋４＋６”现代化产业体系,吸引上下游企业增资扩产、配

套布局,加快补齐关键环节和短板弱项,壮大产业链整体实力,提

升发展新动能.

㈢政策协同.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按照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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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完善支持企业增资扩产政策体系,加强跨领域跨部门政策

协调配合,健全政策统筹管理、资金集中使用和市区联动服务的机

制,增强共促发展合力.

㈣强化撬动.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统筹资金、资产、资源

为一体,运用“财政＋金融”理念,引导带动全社会投资,力争撬动

超过８００亿元的社会资本共同支持产业发展,形成支持企业增资

扩产的可持续机制.

三、主要内容

㈠加大工业固投补助力度

完善技改补助政策,扩大补助范围,加大补助力度,鼓励工业

企业增资扩产.

１．支持对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本市工业企业实施的增资扩产

(含技术改造)项目,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１)年度总投资１０００万

元及以上;(２)年度设备投入５００万元及以上.

２．支持内容.按年度工业固投(不含土地和非生产性设施建

设投入)给予最高１０％的补助,单个项目最高补助３０００万元;列

入先进制造业倍增计划名单的企业实施总投资５亿元及以上的项

目,单个项目最高补助６０００万元.

责任单位:市工信局、财政局,各区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

㈡完善技术创新基金

将技术创新基金规模由１５０亿元扩大至３００亿元,向企业增

资扩产、技术改造和研发创新提供低成本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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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支持对象.本市符合条件的增资扩产、技术改造、绿色低碳

项目,以及研发投入达到一定条件的工业或软件信息企业,企业名

单按程序推荐产生.加大对本市“４＋４＋６”现代化产业体系内企

业的支持力度.

２．支持内容

⑴固定资产融资和企业研发融资.由政府方和合作机构按照

２:９８的比例出资,企业固定融资成本为２％/年,其余部分由财政

贴息,融资贴息期限最长５年.其中:

固定资产融资.单个项目融资额度最高５亿元且最高可达到

项目总投资的９０％,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融资比例最高８０％,

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比例最高１０％.

企业研发融资.对存量企业,最高按上年企业研发费用的

５０％给予融资支持,单家企业融资额度最高５０００万元.对新注册

企业,单家企业融资额度最高１０００万元.

⑵融资租赁.由政府方和合作机构按照２:９８的比例出资,设

立技术创新基金融资租赁子基金,首期规模３０亿元.基金对企业

开展售后回租或直租等融资租赁业务给予融资支持,单家企业享

受支持的租赁业务存续金额最高５０００万元,融资期限最长５年.

给予企业融资租赁成本一定比例的补贴,补贴比例与同期技术创

新基金银行贷款贴息率一致.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工信局、科技局、发改委,各区政府,各开

发区管委会,相关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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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扩大中小微企业融资增信基金规模

将增信基金规模从１６０亿元扩大至３００亿元,向本市中小微

企业提供免抵押的信用贷款担保,引导金融机构支持中小微企业

扩大生产.

１．支持对象.支持本市中小微企业,并针对先进制造业、双循

环、文化旅游以及首贷续贷等重点领域设立专项子基金,加强融资

额度保障.

２．支持内容.单家企业融资额度最高３０００万元,融资期限最

长３年.风险补偿由政府和银行按规定比例分别承担.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金融监管局,各区政府,各开发区管委

会,相关金融机构

㈣设立供应链协作基金

设立５０亿元的供应链协作基金,分设工业企业供应链子基金

和商贸企业供应链子基金各２５亿元,采取“白名单”管理方式,对

列入“白名单”的链主及其协同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促进供应链上

下游协作扩产.

１．工业企业供应链子基金

⑴支持对象.本市符合条件的工业链主企业及其在厦上下游

配套企业(不含关联企业).

⑵支持内容.按链主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双方合同订单金额,

提供固定融资成本为２％/年的融资支持,融资期限最长３年,单

家企业融资额度最高５０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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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商贸企业供应链子基金

⑴支持对象.本市符合条件的商贸业链主企业或其控股企

业,支持其开展的委外加工、供应链金融等业务.

⑵支持内容.按照链主企业委外加工合同金额或其与上下游

企业交易金额的一定比例,提供固定融资成本为２．５％/年的融资

支持,单家企业融资额度最高２亿元,融资期限最长１年.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工信局、商务局,各区政府,各开发区管

委会,相关金融机构

㈤设立先进制造业基金

设立规模１００亿元的先进制造业基金,首期规模５０亿元,以

股权投资的方式支持先进制造业项目增资扩产.

１．支持对象.主要投向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生物医药、新能

源、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领域和特色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的项

目.

２．支持内容.采用项目直投、并购投资、参股市场化子基金和

二手基金份额(S基金)的方式,共同撬动社会资本投资先进制造

业企业股权.其中,４０％比例投入先进制造业重大招商项目,３０％

比例投入符合先进制造业产业方向的市场化子基金,３０％比例投

入符合先进制造业产业方向的二手基金份额及并购投资.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工信局、发改委、金融监管局,各区政府,

各开发区管委会,相关国有企业,相关金融机构

㈥设立产业链招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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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规模５０亿元的产业链招商基金,通过“以投带招”模式,

引进培育高成长性项目,扩大产业有效投资.

１．支持对象.聚焦“４＋４＋６”现代化产业体系,以项目落地为

前提,投向域外引进的高经济贡献度、高成长性、高附加值项目,或

本地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

２．支持内容.依托头部基金的已投项目库和专业投资优势,

跟投引进重点产业链群上下游项目、支持本地优质企业发展壮大,

实现强链补链延链.投后招商基金在项目中的股比最高３０％.

强化正向激励,基金引入项目的地方经济贡献额超过政府出资额

一定倍数时,基金普通合伙人(GP)可获得超额收益让渡等奖励.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发改委、科技局、工信局、金融监管局,各

区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相关金融机构

四、保障措施

㈠强化统筹机制.各责任单位要建立定期会商机制,开展项

目分类指导、精准服务和快速响应,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和答疑解

惑,切实形成工作合力,健全统筹有力、协同高效的政策支持体系.

㈡做好要素支撑.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进一步加大对企

业增资扩产项目的资金、土地、用能、用水、环境容量和能耗指标等

生产要素方面的保障力度.

㈢优化服务保障.各区各部门要精简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

率,增强政策执行力,确保政策直达快享.相关金融机构要提高服

务效率,建立标准化服务体系,及时反馈、处理企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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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加强跟踪问效.强化政策的绩效跟踪和事后绩效评价机

制,各牵头责任单位要围绕政策实施效果和资金使用效益定期开

展评估,动态调整优化扶持政策,确保政策执行效果和资金使用效

益.

本意见第三点第㈠、㈡、㈣项内容所涉及的补助、贴息资金由

市、区(管委会)按现行财政体制分担.现有企业(项目)已享受专

门优惠政策的,不适用本意见第三点第㈠项内容.本市现行政策

措施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已出台的扶持政策与本意

见资金奖励有重复的,按“就高不重复”原则进行奖励.

本意见由市财政局会同有关责任单位负责解释,具体实施方

案由牵头责任单位另行制定.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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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单位:人行厦门市中心支行、厦门银保监局,农业银行厦门分行、兴
业银行厦门分行、工商银行厦门分行、建设银行厦门分行、进
出口银行厦门分行、厦门银行、中国银行厦门分行、国开行厦
门分行、邮储银行厦门分行、招商银行厦门分行、厦门国际银
行厦门分行.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