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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人民政府文件
沁政发〔2020〕2 号

沁水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沁水县支持工业高质量发展

十条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县人民政府各委、办、局：

《沁水县支持工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政策措施（试行）》已

经县人民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落实。

沁水县人民政府

2020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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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支持工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政策措施
（试 行）

为贯彻落实沁水县《关于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培育一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助力美丽沁水高

质量转型发展，特制定本政策措施。

第一条 研发创新支持。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10 万元奖励；对新认定的或连续 3 次通过复审的省级民营科技

企业，给予 3 万元奖励；对被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企业实验

室，分别给予 30 万元、20 万元奖励；对新立项的国家级、省级

科技重大专项，分别给予 20 万元、10 万元奖励；对新认定的省

级以上科技成果并被省级以上科技研究部门列为新技术的一次

性奖励 10 万元；对研发或购买市外发明专利技术成果，且在实

际中运用的民营企业，给予 5 万元奖励；对研发或推广应用实

用新型专利技术的民营企业，给予 3 万元奖励。所需资金由县

教育局从科研项目专项资金中安排。对被新认定的国家级、省

级、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分别给予 3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

奖励。所需资金由县工信局从工业发展技改专项资金中安排。

第二条 转型升级支持。对企业实施总投资 1000 万元及以

上、上年度完工或当年工程进度完成 60%以上的工业转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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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度，比照即期央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

率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新认定为国家级、省级两

化融合示范企业的，分别给予 20 万元、10 万元奖励;通过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认证的，给予 10 万元奖励。所需资金由县工

信局从工业发展技改专项资金中安排。对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额

达到 500 万元以上的新建、扩建非资源地面工业转型项目，项

目竣工投产后给予 3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所需资金由县中小企

业发展促进中心从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基金中安排。

第三条 专项基金支持。设立不低于 1000 万元的沁水县工

业发展技改专项资金，为重点工业转型项目、企业技术改造、

工业产品开发、信息化和工业深度融合提供资金支持。由县工

信局统筹设立和管理。设立约 10 亿元规模的沁水县能源环保产

业投资基金，为推动能源环保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由县能

源局统筹设立和管理。

第四条 企业成长支持。对首次上规入统的民营工业企业,

连续奖励三年，第一年给予 20 万元的奖励，上规入统后连续 2

年未退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库的再给予 5 万元的奖励，连续 3

年未退的再给予 5 万元的奖励；上年度实际入库税金（不含退

免税和税收奖励）首次达到 100 万元、200 万元、300 万元以上

的非资源地面民营企业，一次性分别给予 10 万元、20 万元、50

万元的奖励；对上年度出口创汇额达到 300 万美元的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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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 10 万元的奖励，每增加 300 万美元奖励增加 10 万元；对

新认定为省级、市级“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分别给予 10 万

元、5 万元的奖励；对首购首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或重大

创新产品的民营企业，给予其实际购置费用 20%的补贴，最高不

超过 50 万元。所需资金由县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从民营中小

微企业发展专项基金中安排。非煤工业企业年工业总产值或年

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 5000 万元、1 亿元、2 亿元、3 亿元、5

亿元、10 亿元，分别给予 2 万元、3 万元、5 万元、10 万元、

15 万元、20 万元的奖励。实现利税增长 5%以上的，追加奖励

30%。所需资金由县工信局从工业发展技改专项资金中安排。

第五条 平台建设支持。对新认定的市级以上（含市级）

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连续奖励两年，第一年 30 万元，第二年

20 万元。所需资金由县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从民营中小微企

业发展专项基金中安排。对新认定的市级以上（含市级）众创

空间连续奖励两年，第一年 30 万元，第二年 20 万元。所需资

金由县教育局从科研项目专项资金中安排。

第六条 用地要素支持。对在沁水注册的企业投资项目，

每亩投资强度达 300 万元的，竣工后奖励投资主体 10 万元/亩;

每亩投资强度达 500 万元的，竣工后奖励投资主体 15 万元/亩。

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行业前 20 强的企业，每亩再奖励 3

万元。所需资金由市、县财政分别承担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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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成本竞争支持。对企业在我县落地建设高端装备

制造、新材料、食品、现代医药产业项目，实行养老保险缴费

率过渡试点，第一年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按 13%执行，从第二年

起每年提高 1%，逐步过渡到统一费率;上缴所得税县留成部分实

行“三免两减半”政策。县人社局、县财政局、县税务局按照

职责分别落实。

第八条 金融服务支持。对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

创板等境内外证券交易所首发上市的企业，给予 100 万元的奖

励；对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借壳上市的企业，给予 100 万元的

奖励；对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给予 80 万元的奖励；对在

山西股权交易中心“晋兴板”、“青创板”挂牌的企业，分别给

予 10 万元、5 万元的奖励；对当年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在工商部

门登记为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给予 20 万元的奖励。由县金融

办、县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具体落实。

第九条 人才智力支持。用足用活用好我市《关于深化户

籍制度改革助力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实施办法(试行)》《关于激励

高层次人才助力高质量转型发展若干意见(试行)》等政策以及

县委县政府出台的相关人才政策，吸引激励更多高层次人才来

我县创新创业。每三年召开一次企业家大会，表彰 10 名优秀企

业家、10 名功勋企业家，分别给予 5 万元、10 万元奖励。所需

资金由县财政局负责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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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公共服务支持。每年确定工业高质量发展重点项

目清单，实行县级领导包联制，由县委办、县政府办负责落实。

实行清单项目手续办理代办制，由县政府指定具体部门负责落

实。规范开展执法检查，避免重复检查、多头检查、无序检查。

由县纪委监委、县委县政府督查室监督落实。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期满自行失效。

奖励对象为在我县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本政策与

国家级、省级、市级相关政策可叠加享受。本县已出台的政策

与本政策不一致的，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执行。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县法院，县检察院，各

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县属各事业单位，各驻县单位。

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2月 1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