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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贯彻落实稳定和提升加工贸易若干政策
措施 助力“百千万工程”实施方案（2023-2025）

（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贯彻省委“1310”具体部署，落

实《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印发〈关于稳定和提升加工贸易的若干政

策措施〉的通知》（粤商务资字〔2023〕10 号），以我市获批

国家级“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为契机，高水平推进我

市加工贸易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

工程”，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支持企业抓订单拓市场

1.帮助企业拓展国内外市场。积极组织企业参与“粤贸全球”

“粤贸全国”活动，千方百计“拓渠道”引导加工贸易企业积极

参加境内外展会，开拓国内外市场，充分利用省级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专项资金及市级消费拉动外资外贸发展专项经费，对企业

参加境内外展会符合条件的，在展位费等参展费用方面给予支持，

已获得同类型奖补项目不予重复奖补（本方案涉财政资金扶持项

目同样适用此要求）。〔牵头单位：市商务局，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2.组织办好重点展会。组织优势加工贸易产业、企业参与加

博会、广交会、进博会等大型展会。谋划自主举办大美丽产业展，

支持珠宝首饰、服装美妆等加工贸易企业利用展会平台，加强产



2

销对接，挖掘销售新渠道。〔牵头单位：市商务局，责任单位：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二、支持企业创新发展

3.鼓励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加工贸易企业设

立研发中心，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集聚

科技创新资源，加强科技创新能力。支持加工贸易企业申报高新

技术企业、新型研发机构认定，不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助

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加强创新平台建设，

按《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汕尾市促进科技创新强市建

设若干措施的通知》（汕府办函〔2023〕204 号）规定，对加工

贸易企业组建并获认定的国家级创新平台、省级创新平台、市级

新型研发机构及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给予资金资助。〔牵头单位：

市科技局，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汕尾高新区管

委会〕

4.促进企业技术改造提升。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开展生产技术

和工艺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加快关键工序、核心设备更新改造，

提高装备高端化水平。对加工贸易企业实施技术改造项目，按《汕

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汕尾市促进科技创新强市建设若

干措施的通知》（汕府办函〔2023〕204 号）规定，在设备奖励

和贷款贴息等方面支持申报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牵头单位：市

工信局、市科技局，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汕尾

高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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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支持重点企业加快发展。加大对重点企业的服务力度，对

全市加工贸易进出口额排名前 15 的企业建立重点加工贸易企业

“一对一”挂点服务机制，帮助企业纾解困难，进一步强化用工、

用地、信贷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吸引上下游产业链

聚集。常态化走访加工贸易重点企业，推送惠企政策及境内外展

会信息，进一步强化对重点企业的精准帮扶，准确掌握重点企业

订单及出口计划，加强业务培训指导，推动政策直达快享、应享

尽享。〔牵头单位：市商务局、市人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金

融工作局、人民银行汕尾市分行，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

民政府、汕尾高新区管委会〕

三、推动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6.助力发展先进制造业。落实省市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壮大

规模、积极利用外资等奖励政策，积极引导外商投向先进制造业

和新兴产业领域，促进电子信息、电力能源、汽车制造、海工装

备、服装珠宝等先进制造业加工贸易提档升级，推动加工贸易向

高质量、高附加值方向发展。〔牵头单位：市商务局、市工信局，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汕尾高新区管委会〕

7.支持向产业链两端延伸。推动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促进产

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知识密集型”转

型，延伸加工贸易产业链和价值链，发展技术实力强、资源环境

消耗少、产业关联度高、辐射带动作用大的加工贸易。加快申报

创建汕尾综合保税区和推动广东自贸区汕尾联动发展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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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断提高对外开放和制度创新水平。支持条件成熟的县（市、

区）根据实际需要，申报设立保税物流中心（B 型），充分利用

海关特殊监管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多元化发展，为加工贸易产

业发展增添新动能。〔牵头单位：市商务局、市生态环境局、汕

尾海关、海城海关，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汕尾

高新区管委会〕

四、拓展企业投资发展空间

8.积极承接加工贸易产业有序转移。指导各县（市、区）结

合地区产业优势与珠三角产业布局的契合点，精准对接珠三角加

工贸易产业头部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产业链精准化招商，引进珠

三角研发设计、智能制造等企业，推动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产

业转型升级。积极参加省各类经贸合作招商会，全力推介我市投

资环境、加工贸易对外合作招商项目，精心组织项目对接洽谈，

促成一批加工贸易产业项目签约落地，加强项目服务保障，提升

项目履约率，加大加工贸易产业项目引进力度。〔牵头单位：市

投促局、市商务局、市工信局、市发改局，责任单位：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汕尾高新区管委会〕

9.支持转移承接载体建设。加快汕尾高新区省级加工贸易产

业转移园建设，吸引更多企业入驻，不断提升加工贸易产业规模

和质量，将汕尾高新区建成我市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示

范园区。利用深圳-汕尾对口帮扶协作关系，推动区县级共建产

业合作园区重点引进加工贸易产业转移项目，促进园区加工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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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发展。支持现有省级经济开发区扩容提质，推动东海经

济开发区区位调整和扩区，发展壮大加工贸易产业，提升外贸外

资质量和规模。〔牵头单位：市商务局，各县（市、区）人民政

府、汕尾高新区管委会〕

五、提升贸易通关便利化水平

10.优化加工贸易监管模式。按照《海关总署推动加工贸易

持续高质量发展改革实施方案》，推进加工贸易从“前期备案”

到“中期生产销售”再到“后期核销核查”的全生命周期和全链

条管理。通过不断优化加工贸易业务管理制度，推进 ERP 联网监

管改革，广泛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手段，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

智慧保税监管体系，实施顺势监管、智慧监管、精准监管、高效

监管，支持企业将高端动力关键零部件及成套装备的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维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留在国内，提升出口技术含

量和附加值，推动加工贸易与保税物流联动监管，进一步优化监

管模式，创新监管机制，促进稳定市场预期、稳住外贸基本盘、

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牵头单位：汕尾海关、海城海关〕

11.支持开展加工贸易先行先试改革。积极贯彻落实《海关

总署推动加工贸易持续高质量发展改革实施方案》，加大宣传力

度，做好政策落地后的实施保障，帮助企业充分了解和用好用足

各项政策，切实推动海关的改革措施转化为加工贸易企业手中的

改革红利。持续推动企业加工贸易监管模式改革，支持加工贸易

企业利用我市国家级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平台，积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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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争取特殊试点改革，优先开展先行先试改革工作。〔牵头单位：

汕尾海关、海城海关〕

六、加大要素保障力度

12.落实财政支持举措。积极争取国家、省级相关政策和资

金，重点支持承接加工贸易企业转移和扩大经营，鼓励加工贸易

企业实现转型升级。落实先进制造业发展财政支持政策，实施新

一轮“小升规”扶持政策，支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支

持符合条件的加工贸易企业新增制造业投资项目、引进先进技术

设备、开拓市场、加快研发投入、提升技术改造等，推动加工贸

易产业发展。发挥好“粤财扶助”汕尾平台，对加工贸易企业实

现财政补贴业务线上全流程办理，实行“一张清单”式目录管理。

〔牵头单位：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工信局、市发改局、市科

技局，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13.提升金融服务水平。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内保外贷等方式

为加工贸易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提供融资支持。支持和鼓励加工贸

易企业采用人民币结算。落实“金融+制造”工程，扩大技术改

造信贷规模，加强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普惠金融服务，开发“制

造担”融资担保专属产品，充分发挥“信保基金”政策工具作用。

落实重点加工贸易产业转移项目融资需求常态化对接机制，定期

举办重点项目融资对接会，推动政策性开发性银行、商业银行、

股权投资机构与有融资需求的主平台重点建设项目业主单位进

行投融资对接，积极跟进重点项目融资。〔牵头单位：市金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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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局、人民银行汕尾市分行〕

14.强化用地保障。不断优化加工贸易产业用地布局，确定

工业用地控制指标，以优质产业空间助推加工贸易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促进工业空间集聚、成片开发、配套完善，确保我市工业

用地占比不低于 25%，全市谋划 59.7 平方公里产业空间，优先

支持加工贸易产业发展。〔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局，责任单位：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汕尾高新区管委会〕

15.加强用工服务。派出就业服务专员走访我市重点加工贸

易企业，上门讲解人社优惠政策，收集企业用工需求。举办一系

列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广泛搭建线上线下人力资源供需对接

平台，提高供求对接匹配效率，帮助企业缓解招工问题。〔牵头

单位：市人社局，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汕尾高

新区管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