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建设国际智能制造中心的若干配套政策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的意见》和《关于上海加快发展智能制造助推全

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精神，促进临港建设国际

智能制造中心，结合临港实际，在现有政策基础上，特制定

本配套政策。 

第一条 设立智能制造产业引导基金。临港管委会与临港

地区开发主体共同发起，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参与，设立规模

首期 50 亿元的智能制造产业引导基金。发挥政府资金杠杆作

用，采取市场化运作，实现境内外智能制造产业在临港的集

聚。 

第二条 支持智能制造功能平台建设。鼓励境内外智能制

造领域相关机构和企业的功能平台落户临港，在临港建设的

智能制造领域国家和市级重点实验室、检测检验平台、工程

技术中心、工业数据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展示体验平台等，

按平台投资额的 10%-30%给予扶持，总额最高 5000 万元。

对其实际租用的办公用房、物业、网络等软硬件设施给予

100%补贴，每年最高 500 万元。对落户的境外重大功能平台，

参照国家级功能平台给予扶持。 

第三条 支持智能制造技术和标准研发。经管委会认定的

智能制造研发项目，按项目研发投入的 30%给予扶持，最高

1000 万元。对主导制订智能制造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的企



业、机构，分别给予 100 万元、50 万元和 20 万元的补贴。

对在本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团体标准给予 10 万元

的补贴。 

第四条 支持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在临港投资的智能制造

产业化项目，达到市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要求的，按照企

业投资额的 10%-30%给予扶持，最高 1 亿元。支持企业智能

化改造和智能工厂建设，符合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标准，

按投资额的 30%给予扶持，最高 1000 万元；对获得国家或上

海市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扶持的项目，另给予国家或市级

扶持资金 30%的奖励。支持智能装备企业创立自主品牌和并

购品牌，鼓励临港企业国际化布局，引导企业提升跨国经营

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对并购国内外高端品牌的，按合并后并

购金额的 10%给予补贴，最高 1000 万元。加强土地供应保障，

对智能制造项目优先落实用地指标。 

第五条 支持智能制造装备首台突破、示范应用和系统集

成。对在临港经过创新实现重大突破，具有知识产权的装备、

系统和核心部件首次取得市场业绩，给予无偿资助或保费补

贴。无偿资助比例不超过首台装备销售合同金额的 30%，最

高 3000 万元；保费按 3%的保费率上限及实际投保年度保费

的 80%给予不超过 3 年的补贴。对示范应用项目支持比例不

超过项目中的高端智能装备及系统集成投资的 20%，最高

1000 万元。对已获国家或上海市级资金扶持的项目，另给予

其国家或市级扶持资金的 30%的配套奖励。 



第六条 支持使用临港自主智能制造产品。临港地区企业

首次使用临港自主品牌的智能制造产品或购买相关服务的，

按照其采购合同金额的 10%给予扶持，最高 500 万元。 

第七条 支持金融服务智能制造。支持商业银行在临港设

立科技支行，出台区域性优惠贷款政策，并为临港地区智能

制造企业提供 200 亿元专属授信额度。设立规模为 1 亿元的

贷款风险补偿基金，联合产业基金、商业银行、融资担保公

司建立“投贷保”联动机制，为临港智能制造中小微企业提

供信贷支持。对为智能制造企业提供担保的担保机构，按年

度担保额的 1.5%给予补贴。鼓励企业开展智能装备融资租赁

服务，对承租企业按租赁标的物总额的 5%一次性给予扶持，

最高 500 万元。对实现股改上市挂牌的智能制造企业，在市、

区扶持基础上，另给予 50 万元扶持。 

第八条 支持人才集聚。实施临港智能制造人才安居计

划，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双定双限”房、公共租赁房、人

才公寓，优先用于支持智能制造人才安居临港。对经相关部

门认定的智能制造人才，可优先享受居住证加分、缩短居转

户年限和直接落户政策，为其提供在临港就医、子女就学的

绿色通道和优质优惠的家政服务。鼓励智能制造外籍高端技

术人才、留学生集聚临港，先行先试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才

改革试验区关于外籍人才的相关政策，规划建设高端社区、

国际学校等配套设施。对领军型智能制造人才，视其个人区

域经济贡献给予奖励。对通过智能制造相关领域高技能职业



培训并获得相应资质的人才，给予培训经费的 30%补贴。 

第九条 支持引进行业组织和重大活动。对落户临港智能

制造领域的市级以上行业组织，给予最高 100 万元开办费扶

持。对其实际租用的办公用房、物业、网络等软硬件设施给

予 100%补贴，每年最高 100 万元。对在临港地区举办智能制

造领域市级以上重大活动、重大论坛和会展活动，给予最高

100 万元活动经费扶持。 

第十条 支持智能制造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应用。实现临

港地区热点公共区域免费 WIFI 全覆盖。支持电信运营企业

加快推进城市光纤网、4G、无线局域网和云计算中心等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财政对公共服务领域信息化应用项目和

智慧城市的投资。对基于互联网形成的众包设计、云制造等

应用项目，基于物联网实现的智能检测、远程诊断等应用项

目，以及在交通、安全等公共服务领域实施的智慧城市项目，

按投资额的 20%给予扶持，最高 300 万元。 

本规定实行年限为 2016 至 2020 年，由上海市临港地区

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对既适用于上级机关扶持规

定，又适用本规定的，按照就高不就低、从优不重复的原则

执行。对本规定未能涵盖的、符合智能制造发展方向的特别

重大项目，按照一事一议原则给予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