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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概况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业经济“三位一体”发展战略，

加快十大产业链建设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双百”行动计

划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十百千”创新型企业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根据市委、市政府《深化“三位一体”发展战略

促进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若干意见》精神，设立实施“三位一体”

发展战略促进工业企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本次评价的常州“三位一体”专项资金致力于加快制造强市

建设、推动制造业迈向中高端发展，努力打造全国一流智能制造

名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主要用于支持企

业跨越发展、智能制造提升、企业创新发展，重点支持企业加快

有效投入、销售（税收）贡献突出以及培育制造业单打冠军企业

（产品），推进智能车间（工厂）建设、高端装备研制赶超，支

持一批智能制造服务商和高水平载体建设。 

2．项目组织实施 

根据《深化“三位一体”发展战略促进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

若干意见》（常政办发〔2017〕144 号），《常州市财政局等四部

门关于印发常州市市级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常财规〔2019〕2 号）及《2019 年常州市“三位一体”专项资

金项目指南》等文件要求，加大有效投入等项目为 2019 年 5 月

组织申报，智能示范车间等认定类项目面申报 

2019年本专项资金主要扶持项目及支持条件、力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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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位一体”项目主要支持政策 

专项资金支持方向 申报对象 申报条件 
支持

方式 
支持力度 

支持

企业

跨越

发展 

大企

业大

集团

培育 

中国企

业 500

强 

符合条件的制

造业企业（集

团） 

首次入围中国企业联合会

发布的 2017 年度“中国企业

500 强”的制造业企业（集

团），且 2018 年度开票销

售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不

低于 2017 年度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平均值。 

一次性

奖励 
200 万元 

百亿企

业 

符合条件的工

业企业（集团）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公布的 2018 年度营业收

入首次超 100 亿元、500 亿

元、1000 亿元的企业（集

团），且该企业（集团）2017

年度开票销售收入占营业

收入比重不低于 2018 年度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

均值。 

一次性

奖励 

按首超 100 亿元、

500 亿元、1000 亿

元分别给予 100 万

元、500 万元、1000

万 

新增长

点企业 

符合条件的独

立法人工业企

业 

2018 年度新增工业开票销

售额排名全市前 10 位，金

额不低于 10 亿元，且增幅

不低于全市平均增幅。 

一次性

奖励 

1-5 名和 6-10 名，分

别给予 50 万元、30

万元 

十大产

业链企

业 

2018 年度全市

十大产业链企

业库在库企业 

2018 年度净增税收 5000 万

元以上。 

一次性

奖励 

净增税收 1 亿元

（含）、5000 万元

（含）至 1 亿元，

分别给予 100 万元、

50 万元 

制造业“单打

冠军” 

符合条件的企

业 

2018 年度被工信部认定为

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产品）。 

一次性

奖励 
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支持

智能

制造

提升 

加快企业有

效投入 

列入市十大产

业链企业、传统

优势产业企业、

“十百千 ”创新

型企业库，且符

合要求的企业。

十大产业链企业 2018 年设

备投入 2000 万元以上；“十

百千”创新型企业 2018 年设

备投入 500 万元以上，且企

业 2018 年研发投入占比 3%

以上；传统优势产业企业

按比例

补助 

最高按设备投入额

的 6%给予补助（通

过设备融资租赁公

司租赁的，最高按

年租赁金额的 6%进

行补助），补助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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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支持方向 申报对象 申报条件 
支持

方式 
支持力度 

市委、市政府确

定的其他重点

项目。 

2018 年设备投入 1000 万元

以上，且企业 2018 年入库

税收 500 万元以上。 

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支持智能车

间（工厂）建

设 

符合条件的省、

市示范智能车

间（工厂）建设

企业 

企业 2018 年度获省示范智

能车间认定，且省级财政资

金未给予奖励的，或企业

2018 年度获市级示范智能

车间（工厂）认定的。 

一次性

奖励 

省级、市级示范智

能车间（工厂）分

别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30 万元 

支持

高端

装备

发展 

高端装

备研制

赶超 

符合条件的项

目实施企业 

企业承担 2018 年国家重大

短板装备专项工程或中标

省高端装备研制赶超工程

项目。 

一次性

配套补

助 

按不超过国家或省

财政奖补资金 20%

的比例补助，单个

项目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市级首

台（套）

重大装

备及关

键部件 

符合条件的市

级首台（套）重

大装备及关键

部件 

企业 2018 年度获市级首台

（套）重大装备及关键部件

认定 

一次性

配套补

助 

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家 

支持智

能制造

服务商 

符合条件的智

能制造服务商 

供常州本地工业企业智能

制造相关解决方案，且 2018

年成功服务企业数不少于

10 家，单个合同金额不低于

20 万元，合同总金额不低于

300 万元。 

对经认定的智能制造服务

商为企业提供的智能制造

整体方案给予一定政策支

持。对市委、市政府重点引

进的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

台和重大项目，采取“一事一

议”方式给予支持。 

支持

服务

型制

造 

省级工

业设计

中心 

符合条件的省

工业设计中心

企业 

企业 2018 年度获省工业设

计中心认定 
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家 

市级服

务型制

造示范

企业 

符合条件的市

级服务型制造

示范企业 

企业 2018 年度获市级服务

型制造示范企业认定的 
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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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支持方向 申报对象 申报条件 
支持

方式 
支持力度 

支持

企业

创新

发展 

支持高水平

创新载体 

符合条件的被

认定企业 

2018 年度获批国家、省制造

业创新中心、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获得国

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称号。 

对新获认定的国家、省级制

造业创新中心和参股建设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单

位在国家和省支持的同时，

市给予配套支持。对新获评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

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

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 万

元，获得认定的市级企业技

术中心不超过 8 万元/家的

奖励 

 

二、数据复核情况 

1．数据复核过程 

市级财政预算常州“三位一体”专项资金 24400万元，本年

实际使用 24301.87 万元，资金使用率为 99.6%。其中： 

（1）支持企业跨越发展：预算 970 万元，实际使用 970 万

元，资金使用率为 100%。资金除经开区外由市级财政全额承担。

使用方向包括：支持新增长点企业 9 个，,按照排名 1-5 和 6-9

两个等次分别给予 50 万元、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实际奖励 320

万元；支持十大产业链企业 10 个，支持方式为按照净增税收 1

亿元（含 1 亿元）、净增税收 5000 万元（含 5000 万元）至 1 亿

元两个等次分别给予 100 万元、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实际共

奖励 500 万元；支持制造业“单打冠军”4 个，按标准奖励 50

万元，实际奖励 150 万元（经开区无市级财政负担）。  

对照 2019年扶持政策，“首次入围中国企业 500强企业”和

“首次超百亿企业”项目未有获补贴企业。 

（2）支持智能制造提升：预算22958万元，实际使用227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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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资金使用率 98.88%。钟楼区、天宁区由市级财政全额承

担，新北区、武进区、金坛区、溧阳市和市级财政各承担 50%，

经开区自行承担。使用方向包括：加快企业有效投入扶持项目

370 个，市实际扶持 20095万元；支持省、市智能车间（工厂）

39 个，按省级、市级分别给予 50万元/家、30万元/家，市实际

奖励 795 万元；支持高端装备研制赶超项目 5个，按省财政奖补

资金的 20%配套补助，市补助 100 万元；支持市级首台（套）重

大装备及关键部件企业 50 个，按照 20 万元/家予以奖励，市共

奖励 520 万元；支持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11 家，按照 30 万元/家

予以奖励，市共奖励 300 万元；支持市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20 家，按照 20 万元/家予以奖励，市共奖励 360 万元；支持智

能制造服务商 7个，按照实际服务开票金额的 10%予以补助，市

共计补助 361万元。 

此外，本项目支持军工安全保密体系建设项目 1个补助 8 万

元，加快有效投入第三方专项审计费用 118.8万元，智能制造服

务商专项审计费用 2.1 万元。偿还 2019 年技改国债本息 41.97

万元。 

（3）支持企业创新发展：预算 400 万元，实际使用 600 万

元，资金使用率 150%。使用方向包括：支持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 1 家，奖励 100 万元；支持江苏省制造业创新新中心 2家，配

套奖励 150 万元/家，共奖励 300 万元；支持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25 家，奖励 8 万元/家，市共奖励 200万元。 

 

 

 



 

— 6 — 

表 2 “三位一体”专项预算执行情况表 

项目 
调整后预算 

（万元） 

实际使用 

（万元） 
执行率（%） 

扶持项目数

（个） 

支持企业跨越发展 970 970 100% 23 

   大企业大集团培育 820 820 100% 19 

       新增长点企业 320 320 100% 9 

       十大产业链企业 500 500 100% 10 

  制造业“单打冠军” 150 150 100% 4 

支持智能制造提升 22958 22701.87 98.88% 503 

   加快企业有效投入 20522 20095 97.92% 370 

   支持智能车间（工厂）建设 795 795 100% 39 

      省智能车间（工厂）建设 450 450 100% 19 

      市智能车间（工厂）建设 345 345 100% 20 

支持高端装备发展 981 981 100% 62 

      高端装备研制赶超 100 100 100% 5 

市级首台（套）重大装备及

关键部件 
520 520 100% 50 

      支持智能制造服务商 361 361 100% 7 

支持服务型制造 660 660 100% 31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300 300 100% 11 

    市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360 360 100% 20 

军工安全保密体系建设项目   8   1 

偿还 2018 年技改国债本息   41.97      

第三方专项审计费用  118.8   

项目审计费用  2.1   

支持企业创新发展 400 600 150% 28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100 100 100% 1 

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300 300 100% 2 

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200  25 

合计 24328 24301.87 99.58% 554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常州“三位一体”专项资金项目投入类指标完成度较

高，资金实际到位和资金实际支出与预算安排略有差距，产出类

指标和效果类指标完成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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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9 年“三位一体”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综合配置 

类型 指标名称 权重 目标值 
自评价 

业绩值 

复核 

业绩值 
复核得分 

投入类

指标 

     
 

资金使用率 2.5 100.00% 126.68% 126.68% 2.5 

到位及时率 2.5 100.00% 100.00% 100.00% 2.5 

资金到位率 2.5 100.00% 100% 100% 2.5 

预算编制程序规范性 2.5 规范 规范 规范 2.5 

预算的精确性 2.5 100.00% 99.6% 99.6% 2.5 

预算的科学性 2.5 100.00% 无赤字或结余 
赤字率或结余

率超 20% 
2.5 

会计信息质量 2.5 是 是 是 2.5 

财务行为合法合规性 2.5 合法合规 合法合规 合法合规 2.5 

财务制度健全性 2.5 健全 健全 健全 2.5 

项目管理过程规范性 2.5 规范 规范 规范 2.5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2.5 健全 健全 健全 2.5 

项目结果可控性 2.5 可控 可控 可控 2.5 

产出类

指标 

     
 

年度新增工业开票销售

符合要求的企业数量 
3 8 115% 9 3 

年度净增税收符合要求

的企业数量 
3 7 143% 10 3 

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

业数 
3 4 100% 4 3 

加快有效投入项目数 3 350 105.7% 370 3 

省级智能车间（工厂）

数量 
3 19 100% 19 3 

产出类

指标 

市级智能车间数量 3 20 100% 20 3 

高端装备研制赶超项目

数 
3 5 100%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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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配置 

类型 指标名称 权重 目标值 
自评价 

业绩值 

复核 

业绩值 
复核得分 

市级首台（套）重大装

备及关键部件及重大装

备示范应用项目 

3 20 100.00% 20 3 

智能制造服务商数量 3 8 87.5% 7 2.25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数量 3 11 100.00% 11 3 

市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

业数 
3 20 100.00% 20 3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数

量 
3 1 100% 1 3 

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数

量 
3 2 100% 2 3 

效果类

指标 

     
 

年度新增工业开票销售

（单个企业）（亿元） 
4 10 100.00% 27 4 

年度净增税收（单个企业

（万元）） 
4 5000 76.00% 8884.8 4 

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占工

业投资比重 
5 60.00% 116.50% 62.6% 5 

规上工业产值增长 5 8% 170.00% 9.6% 5 

十大产业链产值增长 4 8% 198.70% 9.5% 4 

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 
4 2.5% 80.00% 2.83% 4 

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100% 96.67% 94.07% 9.4 

合计 
 

100 
   

98.65 

 

三、主要经验 

1、政府积极引导，全市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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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全市上下持续对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财力保障，各

区政府结合地区特点，出台高质量发展产业政策，加大力度引导

企业转型升级。在近两年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的情况下，财政扶持资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外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新增长

点项目企业平稳产出，十大产业链库质数同增，确保全市工业生

产稳中有进，主要指标增幅居全省前列，产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  

2019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计算增长 9.1%，

分别高于南京、无锡、苏州、镇江 2.1、1.3、6.3、2.0 个百分

点，增幅居苏南第一位、全省第二位，高于全省平均 2.9 个百分

点，高于年度目标 2.6个百分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同

比增长 9.6%，增幅高于年度目标 1.6 个百分点。 

2、促进提质增效，智能制造稳步提升 

通过以项目为抓手，以转型升级为主线，以智能制造为主攻

方向，全面推进制造业向集群化、智能化、高端化、服务化发展

。2019 年新增省级示范智能车间 28 个，累计达 100 个，列全省

第三。据统计，获得 2018年度常州市示范智能车间认定的 19家

企业，2018 年技改投入 19.48 亿元，2019 年度销售额平均增长

17.0%，净利润平均增长 36.9%，通过智能化改造实现了减员增

效的转型升级发展目标。2019 年，全市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

制造、智能电网、轨道交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十大产业链产值

达 3023亿元，同比增长 7.9%，其中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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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智能电网产业产值分别增长 18.9%、11.6%、14.2%，高于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率。 

我市企业上云上平台近6000家，上云设备30000多台套，357

家企业获评江苏省星级上云企业。苏文电能等3家企业中标国家

2019年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项目，龙城精锻等3家企业入选

国家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项目，武进高新区被评为

江苏省首批互联网+先进制造特色基地。成功举办2019世界工业

和能源互联网博览会，全球2000多家企业及100多家高校、研究

机构和行业协会的嘉宾代表参会，推动了工业和能源互联网发

展，彰显了常州融合发展特色。 

3、加快创新驱动，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提升 

至 2019 年，工信部共确定了四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单

项冠军产品及培育企业名单，我市有 13 家（全省 76）企业入选，

居全省第一。全省共认定各类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973家，我市

90 家，居省内第四，其中隐形冠军企业全省 27 家，我市 5 家，

居省内第一。通过示范引领、政策扶持和精准服务，培育一批制

造业“隐形冠军”，推动全市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新

增省高端装备研制赶超项目 5 个，累计达 13 个，列全省第一。

我市已试点建设 2 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运营质态良好。

2019 年，我市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再获突破，由坤泰车辆系统

（常州）有限公司发起的江苏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创新

中心和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发起的江苏省

装备关键件创新中心列入第三批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培育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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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位于前列。鼓励关键核心技术攻关，2019年 19 项新技术

新产品进入省重点推广应用目录，累计达 191项。全市拥有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68 家，其中国家级公共服务平台 3 家、省五

星级 1 家、四星级 5 家、三星级 33 家。全市拥有小型微型企业

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25 家，其中国家级 1家、省级 25 家。  

四、存在的问题 

1． 2019年资金预算 24400万元，实际到位 24301.87万元，

结余 98.13万元，经财政同意后转给节能专项使用，经复核预算

的科学性应为结余率超 0.4%，资金预算精准度不够。 

2．部分辖市、区配套资金到位不及时。受多方面原因影响，

辖市区配套资金到位比较慢。 

五、完善的建议 

1．资金到位应更加及时，全面。受多方面原因影响，辖市

区对本专项资金的配套资金到位比较慢。项目和资金区域分布不

平衡。有些区补助企业和项目多，有些区少，分布不均匀。 

2．项目申报前，加强对企业辅导，尤其申请表相关财务数

据填列，应明确收入、利润为、税金等的口径，避免申报材料出

错，影响项目的评审。 

3．资金预算精准度有待提高，应提前考虑上下年度之间的

特殊情况，并考虑各个项目的预算，尽量减少跨年调节与内部跨

项目调节。 

4．在企业申报时发现有些企业存在跨期发票和部分低值易

耗品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问题，应明确规范开具发票日期与固定

资产分类，确保企业明确申报要求，便于日后审批与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