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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促进本市 
老旧厂房更新利用的若干措施 

 

为全面落实《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城市更
新行动的指导意见》（京政发〔2021〕10 号）、《中共
北京市委办公厅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
市城市更新行动计划（2021-2025 年）>的通知》（京办
发〔2021〕20 号）要求，推进全市老旧厂房转型利用和
提质升级，加快“以产促城，产城并进”，实现以存量空
间资源支撑增量产业发展，特制定本措施。 

本措施所指老旧厂房指全市范围由于疏解腾退、产业
转型、功能调整以及不符合区域产业发展定位等原因，原
生产无法继续实施，且被纳入《北京市老旧厂房改造再利
用台账》的老旧工业厂房、仓储用房、特色工业遗址等相
关存量空间及设施。对已获得市级其他财政资金支持的项
目，不再重复支持。 

一、加大项目统筹谋划力度 
（一）全面加强老旧厂房统筹管理。各区要参照本辖

区高精尖产业入区标准，全面梳理工业腾退空间和闲置、
低效老旧厂房地块和项目情况，形成底账清单并动态更新
管理，按季度报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汇总形成《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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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厂房改造再利用台账》。对于实施老旧厂房更新利用
且总投资达 3000 万元（含）以上的项目，原则上应纳入
市高精尖产业项目库；享受本措施支持的项目也应纳入高
精尖产业项目库。 

（二）加大老旧厂房重点项目谋划。各区要结合区域
土地空间规划和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积极挖掘老旧厂房
空间资源，强化市区资源协同，吸引重大、示范性先进制
造业项目落地；要按照“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原则，
有序推动老旧厂房改造重点项目如期完成。 

二、支持老旧厂房空间升级改造 
（三）推动腾退空间改造利用升级。在符合首都功能

定位和规划的前提下，鼓励通过自主、联营、租赁等方式
对老旧厂房等产业空间开展结构加固、绿色低碳改造、科
技场景打造及内外部装修等投资改造，实现功能优化、提
质增效，进一步释放高精尖产业发展空间资源，带动区域
产业升级。对于建筑规模超过 3000 平方米，资源配置效
率显著提升、产业引领性强的重点项目，按照现行政策予
以支持，单个项目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0 万元。 

（四）统筹区域综合性更新。鼓励结合周边资源利用
老旧厂房建设定位清晰、功能突出、辐射带动强的科技园
区，带动周边区域创新发展。各区在推动老旧厂房更新时，
应当同步梳理周边地区功能及配套设施短板，与周边老旧
楼宇与传统商圈、低效产业园区等统筹规划。为了满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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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环保、无障碍标准等要求，增设必要的楼梯、风道、
无障碍设施、电梯、外墙保温等附属设施和室外开敞性公
共空间的，增加的建筑规模可不计入各区建筑管控规模，
由各区单独备案统计；根据产业升级以及完善区域配套需
求，可配建不超过地上总建筑规模 15%的配套服务设施，
在符合规范要求、保障安全的基础上，经依法批准后可合
理利用厂房空间进行加层改造，设计方案需进行结构安全
论证，配套服务设施按照主用途管理。对于增加的建筑规
模指标，可在保持区级建筑规模总量稳定的前提下，由区
政府统筹研究指标转移路径及办法。 

三、引导利用老旧厂房支持高精尖产业发展 
（五）积极鼓励发展先进制造业。鼓励在京企业在不

改变工业用地性质的前提下利用工业腾退空间、老旧厂房
开展先进制造业项目建设。对于纳入《北京市老旧厂房改
造再利用台账》、建设期不超过 3 年、固定资产投资不低
于 500 万元的竣工项目，将于竣工后按照总投资额的 20%
予以奖励，单个项目奖励最高不超过 3000 万元；对于采
用融资租赁方式租赁研发、建设、生产环节中需要的关键
设备和产线的，按照不超过 5%费率分年度补贴，最高不
超过 3 年，单个企业年度补贴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六）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利用老旧厂房建
设新型网络设施、数据智能设施、生态系统设施、智慧应
用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利用资金、场景等多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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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项目谋划和建设力度、支持创新攻关和新主体新平台
培育、加强全生命周期关键节点的差异化支持，具体按照
《关于促进本市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中新技术新产品推广
应用的若干措施》予以实施。 

（七）支持创新主体中试线项目建设。鼓励社会资本
利用老旧厂房开展以一致性测试、小批量生产为目标的中
试线建设，鼓励国家级和市级产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
心，自建或联合科研院校开展以规模化生产、测试验证生
产工艺成熟度和工程实现可行性为目的的中试线建设。对
符合条件的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30%
给予奖励，单个项目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3000 万元。 

   （八）支持专精特新企业集聚发展。鼓励各区围绕主
导产业方向和企业发展需求，充分利用老旧厂房空间资源，
打造一批“专精特新”特色园区。积极鼓励园区建设中试
打样和共享制造等产业支撑平台，吸引“专精特新”企业
入驻，对于入驻的“专精特新”企业使用面积占园区入驻
企业总使用面积比例超 20%的特色园区，对该类项目按实
际建设投入给予最高 500 万元资金补助，并根据服务绩效
给予最高 100 万元奖励。 

四、拓展投融资渠道支持老旧厂房更新改造 
（九）加大政府投资引导力度。对于纳入城市更新计

划的老旧厂房更新改造项目，依法享受行政事业性收费减
免，相关纳税人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各区研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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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配套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对闲置、低效老旧厂房进行更
新改造；对于无法更新改造的工业腾退空间和闲置、低效
老旧厂房，提倡各区通过收储回购等方式盘活利用。 

（十）鼓励和引导多元资本参与。加强政府统筹和引
导，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政银企三方合作模式，
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厂房更新改造项目。鼓励社会
主体通过依法发行企业债券等方式，筹集老旧厂房更新改
造资金。支持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等研发推广城市更新
专项贷款，为承担城市更新投融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实
施主体提供中长期授信。鼓励金融机构依法开展多样化金
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有效盘活老旧厂房更新利用项目资产，
研发推出 Reits 等相关的金融产品。 

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在 2022-2025 年内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