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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

中山市工商联（总商会）文件
中工商联函〔2023〕10号

中山市工商联关于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第 132175号提案答复的函

陈朝阳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认定“中山行业链主”，引领做强做大产业集

群的建议》（提案第 132175号）收悉，经综合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教育和体育局意见，现答复如下：

首先，十分感谢您对我市“中山行业链主”认定和做强做大产

业集群方面的密切关注和大力支持。提案阐述了中山市的产业集

群具有强大基础和显著特色，专业镇是中山市曾经的一张靓丽名

片。中山逐步打破了原有的不良营商氛围，大环境有了质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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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承西接，南联北融”发展策略也为中山找到更适合的产业发展

平台和机遇。针对存在“在政策调控、市场环境变化和新冠肺炎

疫情等连续影响下连连受挫，产业集群发展近年来愈发疲软，经

济形势较为严峻。一大批优质企业因“土壤疏松”问题而离开中

山，近年来招商引资也困难重重，产业集群的“群”逐渐没了保障

和后劲”等问题，提出了认定“中山行业链主”，赋予权责，促进

健康发展，发挥“中山行业链主”积极作用等措施。该提案对我市

行业企业现状和问题描述客观，针对性强，建议合理，具有很好

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关于认定“中山行业链主”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项建议。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制定“中山行业链主”

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建立其相应的运行机制，认定一批“中山

行业链主”示范企业，发挥“中山行业链主”积极作用，带动小微

企业抱团发展。一是“一企一策”支持链主企业做大做强。我市自

2020年实施领军企业、龙头骨干企业“双培育”工程，对领军企业

实施“一企一策”服务，认定明阳集团和康方生物为领军培育入库

企业。支持明阳集团打造创新研发总部和全球运营总部，创建海

洋综合能源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新能源产业孵化基地，建设

新能源装备核心部件供应链产业园，“双碳”经济产业园和光伏产

业园。通过多项具体扶持措施，支持企业扎根中山，在中山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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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总部、研发、生产、运营体系，打造风光储氢全业务链，

形成新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支持企业打造成为产值千亿企业。支

持康方生物高标准打造康方湾区科技园，以单克隆抗体、双特异

抗体药物为核心产品，创建世界一流水平的粤港澳大湾区生物药

创新研发中心。印发《中山市促进制造业龙头骨干企业加快发展

政策措施》，培育一批规模大、创新能力突出、具备产业生态引

领作用的制造业龙头骨干企业。二是拟出台《中山市重点产业链

“链主”企业遴选管理办法（试行）》。参照《广东省战略性产业

集群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遴选管理办法》，出台我市重点产业

链“链主”企业遴选管理办法，围绕我市“十大舰队”产业集群，结

合产业发展实际确定若干条重点产业链，每条重点产业链遴选

2-3 家“链主”企业，构建“十大舰队产业集群+N 条重点产业链+

多链主”体系。三是出台《中山市促进链主企业加快产业链融通

发展工作方案》。制定中山优质产品目录清单，举办中山市优质

工业产品供需对接会，鼓励优质工业产品采购的本地化，帮助企

业拓展本地市场，提升企业的品牌力、创新力和发展力。发挥链

主企业规模大、实力强、影响面广的优势，支持链主企业定期牵

头举办产业链供需对接活动，推动链主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发展、

中小企业为链主企业注入活力，促进链主企业更好带动上下游产

业链发展，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赢发展。四是搭建全市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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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供需对接平台。依托“中易办”综合服务平台搭建中山市企业供

应链供需管理平台，以链主企业为重点，联合产业链上的龙头企

业、配套企业等，将“链主企业的名优产品”“大企业零部件需求

清单”和“中小企业产品供给清单”纳入平台，设立“名优产品”“产

品物资”“零部件”“工业软件”等模块窗口，实现产业链条上的大

中小企业供需清单线上对接，形成链主企业尽可能在中山本地采

购零部件、中小企业为本地链主企业配套的产业生态。

二、关于赋予权责，促进健康发展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项建议。市工商联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企业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大力

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宣传惠企政策，聚焦民营企业的痛点难点，

纾民困解民忧，不断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全力推动我市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依托市职能部门和镇街，组织行业商协会和链主企

业，不定期召开跨行业对接会、行业协调会，更好实现各行业的

互通合作，力促全市各主要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支持和鼓励链主

企业将供应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纳入共同的质量、标准管理体

系，推动先进质量理念、质量管理模式向产业链两端延伸，提升

市场竞争力。引导鼓励龙头企业扮演好“领头雁”角色，加快形

成以产业链“链主”企业为主,吸引中小企业广泛参与的协同机

制。以“链主”企业为核心,形成网状产业集群结构，持续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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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不断创新发展,驱动整个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链主”

企业打造互相配套、功能互补、联系紧密、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

业集群，充分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和中小微企业协作配套作用。

三、关于发挥“中山行业链主”积极作用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项建议。市教育和体育局通过发挥本市高等或职

业院校作用，为“中山行业链主”等企业聚拢行业人才，广纳行

业技术和青年人才。一是不断提升职业院校的内涵发展，吸引优

秀毕业生报读，为当地企业留住人才。我市教体系统现有全日制

普通高校 2 所、高职 3 所，中职学校 7 所，在校生规模达 11.5

万人，通过出台就业相关鼓励政策，吸引我市高校毕业生留在本

市企业就业。二是大力支持重点产业集群人才培养和创新支持平

台，支持产教融合、科教融通。广东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中

山）联合培养采取“1+2”模式，由研究生所在高校导师+中山基

地导师共同指导。该基地截至 2022年共有明阳风电、联合光电、

完美中国等 50 个研究生工作站，在读人数达 217名。长春理工

大学中山研究院接收硕士、博士等在读研究生超 510人，建立了

长春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大湾区园，建有科研实验室 20

个，与中山市、大湾区、全国等 53 家相关企业签订共建联合实

验室合作协议。三是加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鼓励开展

产教融合试点，实施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和订单培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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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精准”人才培养模式。鼓励职业院校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开

设“订单班”“冠名班”，为企业“量身定制”培养符合企业岗

位要求的技术技能人才。通过深入开展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

专项行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等活动，积极对接行业企业需求，

为行业提供稳定的人力资源。下一步，将继续发挥高校和职业院

校作用，加强学校内涵建设，促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为我市行

业企业提供高素质人才。助力小企业上规，上规企业成为细分领

域龙头，引领企业做强做大，为中山经济高质量发展扫除障碍。

专此答复。

中山市工商业联合会

2023年 7月 7日

（联系人及电话：何少荣，18824982023，88223809）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府办公室、市工信局、市教体局。

中山市工商业联合会 2023年 7月 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