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厦府办〔２０２２〕９８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统筹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

工作机制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各开发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厦门市统筹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作机制»已经市政府研究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抓好组织实施.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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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统筹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作机制

为贯彻落实«厦门市统筹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方案»,推

动«厦门市重点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各区(开发区)主导产业工作

方案»落细落实,强化市区联动、部门协同,全力建设“４＋４＋６”现

代化产业体系,决定建立统筹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作机制,具体

如下:

一、责任分工

(一)四大支柱产业集群

１．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牵头市领导:黄晓舟

牵头单位:市工信局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科技局,各区、火炬管委会

２．机械装备产业集群

牵头市领导:黄晓舟

牵头单位:市工信局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科技局,各区,自贸区管委会,火炬管委

会

３．商贸物流产业集群

牵头市领导:黄晓舟、黄燕添、庄荣良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交通局、会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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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厦门港口局、市邮政管理局,各区,自贸

区管委会

４．金融服务产业集群

牵头市领导:李辉跃

牵头单位:市金融监管局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区,自贸区管委会,人行厦门市中心支

行、厦门银保监局、厦门证监局

(二)四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１．生物医药产业

牵头市领导:黄晓舟

牵头单位:市科技局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工信局、市场监管局、卫健委、医保局,各

区,火炬管委会

２．新材料产业

牵头市领导:黄晓舟

牵头单位:市工信局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科技局,各区,火炬管委会

３．新能源产业

牵头市领导:黄晓舟

牵头单位:市工信局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科技局,各区,火炬管委会

４．文旅创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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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市领导:吴子东、庄荣良

牵头单位:市文发办、文旅局

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各区,火炬管委会

(三)六个未来产业

第三代半导体、未来网络、前沿战略材料、氢能与储能、基因与

生物技术、深海空天开发

牵头市领导:黄晓舟

牵头单位:市科技局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工信局、卫健委、海洋局、市场监管局,各

区,火炬管委会

二、工作机制

重点围绕组织领导、产业发展路线图、政策、平台载体(智库平

台、园区载体等)、项目策划、精准招商“六要素”推动重点产业、主

导产业发展.

(一)健全协同联动推进机制.加强组织领导,市主要领导每

年度听取“４＋４＋６”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作进展情况,各产业牵头市

领导定期召开协调会,协调解决产业项目建设或企业发展中遇到

的重大问题.强化市区联合、区域联动、部门协同,市发改委要加

强综合协调,统筹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各产业牵头单位要会

同有关责任单位组建工作班子,加强产业规划布局引导,研究制定

扶持政策措施,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推进力度;各区(开发区)要聚

焦主业、错位发展,市、区联动开展精准招商.建立定期跟踪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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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各产业牵头单位要每月跟踪重点产业发展情况、存在问题,

提出意见建议;统计部门要按月分析重点产业(含细分领域)的产

值或营收、重点企业发展等情况,市发改委统一汇总后,定期向市

政府报告.

(二)建立空间统筹保障机制.统筹全市产业空间规划布局,

强化空间对项目落地指引,明确各重点发展产业主承载区,引导各

区聚焦主业,建园区、搭平台、引项目、优服务,集中资源打造主承

载区.创新产业用地供给机制,推广混合用地、标准地模式,坚持

集中连片、集聚集约,加大先进制造业用地保障力度;加强产业用

地整备,合理盘活低效用地,加大通用厂房、园区等载体供给,积极

探索“飞地”建设机制.健全土地供求协调保障机制,处置批而未

供土地,科学安排供地时序计划,推进产业项目建设与用地指标有

机衔接.

(三)筑牢科技创新支撑机制.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发挥

全过程创新生态整体效益,加快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开展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推动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加大对领军型、技能型、国际化人才的引进力度,推动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科技和

人才支撑.

(四)强化市场主体培育机制.实施市场主体培育工程,建立

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推进企业梯次培育,助力企业做大

做强;实施先进制造业倍增计划,持续壮大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
—５—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规模;大力培育“独角兽”“隐形冠军”

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鼓励龙头企业整合资源,积极融入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网络,增强国际竞争力.

(五)创新产业政策扶持机制.坚持企业所需、政府所能,以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导向,实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

提升核心竞争力行动,建立产业扶持政策体系,原则上实行“一产

业一政策”.健全产业政策绩效评估机制,聚焦集中度、精准度、匹

配度,完善综合性产业政策,谋划个性化政策.创新政策扶持模

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尽量采用“财政政策＋金融工具”

方式,增加企业融资支持,扩大技术创新基金、增信基金制造业子

基金规模和覆盖面,放大财政资金效用.

(六)深化工作督促落实机制.充分发挥考核激励“指挥棒”作

用,市招商办指导各产业牵头部门、各区(开发区)围绕产业发展重

点开展精准招商.各区(开发区)主导产业发展情况纳入市对区差

异化考核指标体系,市发改委加强督促检查.各产业牵头单位、各

区(开发区)按年度细化工作内容、制定工作计划,市发改委定期汇

总各产业单位、各区(开发区)推进产业发展情况,并形成年度报告

于下一年度１月底统一报送市委、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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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办公厅,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
厅,市纪委监委机关.

　有关单位:市文发办、市邮政管理局、人行厦门市中心支行、厦门银保监
局、厦门证监局.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０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