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长政办发〔2022〕 45号

CSCR—2022—01041

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长沙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倍增

行动方案》的通知

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各区县 （市） 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

《长沙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倍增行动方案》 已经市人民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 年 11 月 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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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倍增行动方案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载体，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支撑工业经济发展的重

要增长点。为加快培育市场主体，做大工业经济总量，促进全市

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全

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以打造国家重要先进

制造业中心为目标，通过外引增量、内稳存量、扩大总量，加大

财政、金融、税费等支持力度，实现工业经济扩容提质。

二、目标任务

以 2021 年底在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为基数 （2981 户），每

年新增 500户以上，净增 300户以上，2026年达到计划 4500户。

三、重点工作

（一） 加快工业项目“新入规”

狠抓工业项目建设，全面落实项目推进责任，建立新引进项

目库和在建项目库，明确投资目标、节点任务、形象进度，加强

项目管理，及时协调解决困难问题，确保签约项目早开工，开工

项目早竣工，竣工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入规”，及时将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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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转化为工业增长动能。（责任单位：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各

区县市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二） 推动规下企业“小升规”

全面开展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摸底筛选工作，将上年度营业收

入 1000 万元至 2000 万元中小微工业企业作为重点培育对象，建立

重点培育企业库，市、区县 （市）、园区三级联合帮扶和靶向培

育。加强重点培育企业库动态管理，及时跟踪监测、做好协调服

务，做到应入尽入、应统尽统。（责任单位：湖南湘江新区管委

会，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

市场监管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三） 稳住存量企业“防退规”

深入开展“纾困增效”专项行动，建立上年度营业收入 3000

万元以下的退规风险企业库，开展分类帮扶。除对产能严重过

剩、过度消耗资源、产品档次低等企业通过市场淘汰出清外，对

有市场、有订单、有效益、暂时受制于资金等要素制约的停产半

停产企业，实行“一企一策”，尽快帮助其渡过难关；对经营困

难的企业，引导其通过产品升级转型、营销模式创新、企业兼并

重组等方式稳定运行，持续经营。（责任单位：湖南湘江新区管

委会，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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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鼓励涉工单位“个转企”“企转工”

鼓励个体户等产业活动单位转为法人单位；将一产、三产中

工业生产活动占比较大的企业纳入工业统计范围；引导具有工业

生产活动的服务业企业通过产能整合、靠大联强等方式，将工业

产能剥离出来，成立新的法人单位，生成新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责任单位：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各园区管

委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市场监管局）

四、工作举措

（一） 加强“四库”管理

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各区县 （市） 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

会要全面梳理新引进项目库、在建项目库、重点培育企业库、退规

风险企业库，做好“四库”管理，强化月度监测，确保完成目标。

（二） 聚焦招大引强

围绕全市 22 条新兴及优势产业链开展补链强链延链活动，重

点聚集工程机械、人工智能、先进储能、自主可控及先进计算、

智能终端、生物医药及医疗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头部企业，

既要紧盯三类世界 500 强，又要重点引进培育“专精特新”和

“单独小隐”企业，壮大小巨人企业群体，注重企业发展质量。

（三） 发挥龙头作用

加大产业链龙头企业本地配套支持力度，扶持链上小微企业

入规升级；鼓励本地龙头企业、整机企业引进培育上下游配套企

业“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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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扩大总部影响

支持总部在长企业新设子公司“入规”；支持具有生产制造的

长沙分公司或办事处转设为子公司“入规”；支持总部在长沙注

册、异地生产制造的企业，回迁业务，在长沙成立生产制造型子

公司“入规”；鼓励工业地产招商选择生产制造型项目，入平台即

“入规”。

（五） 推动数字赋能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

业深度融合，基于“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台、工业大数据，

构建工业大脑+智慧工厂，为广大小微企业赋能，提质增效“入

规”；培育一批数字经济领域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六） 加大财税支持

各类财政资金对符合条件的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重点培

育企业给予倾斜支持。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安排配套资金，支

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培育，对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产增效等

进行奖补，支持企业“入规”后持续发展壮大。加强涉税服务，

做好企业“入规”前后实际税负的跟踪分析，落实落细各项惠企

政策，帮助企业充分享受税费减免红利。

（七） 加强创新服务

加快小微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模式

创新，切实推动一批小微企业培育成长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以实施产业发展“万千百”工程为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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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引导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深度嵌入产业链群建设，推

动“小升规”“规做精”“精做强”。

（八） 加强融资服务

推动政银企合作，鼓励商业银行开发针对新建投产“入规”

企业及“小升规”重点培育企业的专项金融产品；进一步完善中

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继续实施中小微贷款贴息政策，提

高制造业企业贷款比例。

（九） 加强市场服务

鼓励主机企业应用长沙中小微工业企业首台 （套） 产品；组

织市场开拓专项对接活动，为中小微工业企业提供政策、市场、

产业合作等信息；支持中小微工业企业发展电子商务，扩大销售

渠道，提高品牌知名度，拓展销售空间；推动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有关政府采购的扶持政策，有效提高面向

中小微工业企业政府采购份额。

（十） 加强宣传培训

加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倍增计划的宣传贯彻力度，组织开展

专项辅导培训，帮助企业熟悉“入规”申报审核流程及有关政策

和要求，提升企业“入规”积极性和主动性；适时组织开展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倍增工作现场推进会，及时总结全市“入规”工作

中的经验和问题，形成良好的推进机制和环境氛围，确保企业培

育和申报“入规”工作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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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策支持

对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奖励。其中，新建投产“入规”

的工业企业，在“入规”第二年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小升规”

工业企业，在入规第二年奖励 10 万元，第三年和第四年如不发生

“退规”，再分别奖励 10 万元，共计奖励 30 万元。从 2023 年开始

实施奖励，奖励资金在市工业发展资金中安排。

六、保障措施

（一） 加强组织领导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牵头组织财政、税务、市场监管、湖南湘

江新区管委会、各区县 （市） 人民政府和各园区管委会等单位每

月定期会商，强化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二） 压实主体责任

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各区县 （市） 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

会要把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作为未来 5 年的重要工作，按照强

省会相关工作要求，加强调研摸底，做好进度管理，制定工作措

施，形成上下联动共同推进的工作机制。

（三） 强化督促考核

湖南湘江新区、各区县 （市）、园区的年度新增和净增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数，纳入绩效考核评估体系。各重点工作责任单位要

细化目标任务，规范工作程序，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对政策落实

情况的跟踪，加大对企业的指导力度，确保工作落实到位，目标

任务按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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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动方案自 2022年 12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对已出

台的涉及新增规模工业企业奖励的政策文件，如有与本行动方案

不一致的，以本行动方案为准。本行动方案实施细则由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会同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联合制定，由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负责解释。

附件：全市未来 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培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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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市未来 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培育目标

地区

全市
湖南湘江新区

芙蓉区
天心区
开福区
雨花区
望城区
长沙县
浏阳市
宁乡市

长沙经开区
宁乡经开区
浏阳经开区
望城经开区

隆平高科技园
天心经开区
金霞经开区
雨花经开区
宁乡高新区
岳麓高新区

2022年

新
增

500
80
15
15
25
25
80
80
90
90
65
65
65
65
15
15
22
22
22
15

净
增

300
46
10
10
15
15
46
46
56
56
38
38
38
38
10
10
14
14
14
10

年底
户数

约3300
366
64
44
102
81
419
514
986
676
288
253
311
268
57
21
74
70
191
28

2023年

新
增

500
80
15
15
25
25
80
80
90
90
65
65
65
65
15
15
22
22
22
15

净
增

300
46
10
10
15
15
46
46
56
56
38
38
38
38
10
10
14
14
14
10

年底
户数

约3600
412
74
54
117
96
465
560
1042
732
326
291
349
306
67
31
88
84
205
38

2024年

新
增

500
80
15
15
25
25
80
80
90
90
65
65
65
65
15
15
22
22
22
15

净
增

300
46
10
10
15
15
46
46
56
56
38
38
38
38
10
10
14
14
14
10

年底
户数

约3900
458
84
64
132
111
511
606
1098
788
364
329
387
344
77
41
102
98
219
48

2025年

新
增

500
80
15
15
25
25
80
80
90
90
65
65
65
65
15
15
22
22
22
15

净
增

300
46
10
10
15
15
46
46
56
56
38
38
38
38
10
10
14
14
14
10

年底
户数

约4200
504
94
74
147
126
557
652
1154
844
402
367
425
382
87
51
116
112
233
58

2026年

新
增

500
80
15
15
25
25
80
80
90
90
65
65
65
65
15
15
22
22
22
15

净
增

300
46
10
10
15
15
46
46
56
56
38
38
38
38
10
10
14
14
14
10

年底
户数

约4500
550
104
84
162
141
603
698
1210
900
440
405
463
420
97
61
130
126
247
68

年均

新
增

500
80
15
15
25
25
80
80
90
90
65
65
65
65
15
15
22
22
22
15

净
增

300
46
10
10
15
15
46
46
56
56
38
38
38
38
10
10
14
14
14
10

注：湖南湘江新区、各区县 （市） 包含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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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有关部门，长沙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

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 年11月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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