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三亚市加快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

三府规〔2024〕11 号

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三亚市加快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若干措施（试行）》已经 2024 年 2 月 1 日

八届市政府第 51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三亚市人民政府

2024 年 2 月 2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三亚市加快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若干措施（试行）

一、总则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

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战略部署和工作要求，进一步推进我市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抢抓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机遇，打造一批数字经济产业平台，培育一批创新型企业，

鼓励支持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龙头企业落户，打造数字经济

赶超发展的新引擎，特制定本措施。本措施中数字经济企业是指从事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企业。

二、招商引资政策



（一）落户奖励

新落户我市省级重点产业园区并开展实质运营的数字经济企业，实缴注册资

本达 1000 万元以上（含）的，按实缴注册资本 1％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对投

资我市数字经济产业重大项目，且实际固定资产总投资中非财政性资金部分超过

2亿元的，给予非财政性资金部分 1％额度奖励。此项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二）租金补贴

落户我市省级重点产业园区并租赁办公场地的数字经济企业，采取先缴后补

的方式，给予办公场地租金补贴。补贴面积为企业申请年度缴纳半年以上（包含

12 月份）社保人数乘以 5平方米且不超过企业实际租赁面积，补贴金额为每月

35 元每平方米，对单个企业年度补贴金额不超过 30 万元，补贴期限不超过 2年。

（三）运营奖励

落户我市省级重点产业园区并实质运营数字经济企业年营收首次达到 2000

万元以上时，按照营收额 5‰给予运营奖励，此后每年根据营收增量给予增量额

1％奖励，单个企业每年奖励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

（四）用工补贴

落户我市省级重点产业园区并实质运营数字经济企业，在该企业缴纳社保超

过半年（包含 12 月份）员工人数超过 50 人时，按 2000 元/人的标准向落地企业

一次性发放奖励资金，单个企业补贴总额不超过 100 万元。

（五）高管奖励

落户我市省级重点产业园区并实质运营的数字经济企业，企业营收达到 2000

万元以上时，对企业高管人员（指董事长、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

人、董事会秘书、核心技术人员等，奖励人数不超过企业在我市缴纳半年以上社

保人数的 10％，最高不超过 5人）给予年度应纳税工薪全收入（税后）5%奖励。



（六）人才引进

以高端人才为支撑，发展我市数字经济。对符合条件的人才，在人才津贴、

安居补贴、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支持，具体按照本市人才政策给予补助。

（七）平台奖励

对数字经济产业平台给予经济贡献奖励。平台年产值达到 1亿元（含）以上

时，每年按照年营收 1‱ 比例给予奖励，单个平台年度奖励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

（八）保障用地

优先保障新落户的数字经济产业重大项目，供地模式可以实行弹性年期出

让、长期租赁或先租后让等差异化方式，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三、产业发展政策

（一）支持购买算力服务

对数字经济企业、科研院所、高校购买三亚市内算力资源的，且上年度签署

的购买算力服务合同项下实际支付金额大于 20 万元的，按照其向三亚市内算力

资源购买算力服务合同项下实际支付金额的 30%发放补助，每年每家主体最高不

超过 50 万元补助。

（二）支持举办数字经济领域重大活动

对在三亚市举办的数字经济领域活动（应用展示、会议展览、重大赛事活动

等）给予支持。其中应用展示给予活动场地租金 50%补助，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补助；会议展览按照本市会展业有关奖补规定给予补助；重大赛事活动给予总奖

金金额 35%，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补助，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力的赛事活动采取

一事一议方式给予支持。

（三）鼓励企业利用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政策开展海外数字业务

充分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政策，推动游戏出海、来数加工

等应用场景落地。对企业因业务需求发生的链路采购、服务器租赁、海外推广等



费用给予补助。单个企业每年补助金额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 10%，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四）推动数字应用场景全面开放

围绕产业链、创新链关键领域和环节，开展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揭榜挂帅”

行动，遴选我市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特别是数据安全有

序流通领域每年发布一批应用场景创新重点任务。对揭榜后经考核认定实施成功

的项目，按照项目总投入的 50%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补助；对企业自主投资

建设的位于我市范围内，且通过国家工信部门认定的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

目，按照该项目建设成本的 20%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一次性补助。

（五）鼓励建设区块链应用示范项目

对掌握核心技术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参与建设的项目入选国家级区块链典

型应用案例的企业给予 3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入选海南省级区块链创新示范项

目、海南省级区块链应用示范揭榜工程的企业给予 20 万元一次性奖励。

（六）支持人工智能优秀项目建设

支持人工智能与南繁种业、深海科技、生命科学、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应用，

对入选国家级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任务揭榜单位、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等项目

（企业），以及入选海南省级人工智能相关示范试点的项目（企业），分别给予

国家级 30 万元、省级 2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七）科技进步及软件企业资质认定奖励

对企业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完成的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按照二

等、一等、特等奖次，分别给予 20 万元、40 万元、200 万元一次性奖励；获得

省科技进步奖的，按照三等、二等、一等奖次，分别给予 2万元、5万元、15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首次通过 DCMM（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三级、四

级、五级评估认证的软件企业，按晋级补差原则分别给予 3万元、5万元、1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首次通过 CMMI（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三级、四级、

五级评估认证的软件企业，按晋级补差原则分别给予 3万元、5万元、10 万元一

次性奖励；对首次获得 ITSS（信息技术服务标准）资质三级、二级、一级的软

件企业，按晋级补差原则分别给予 3万元、5万元、10 万元一次性奖励。

（八）优化金融服务

依托省市两级投资基金，发挥财政资金和国有资本引导作用，推动设立三亚

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子基金，用于支持数字经济领域战略性、引领性重大项

目落地。鼓励金融机构针对数字经济企业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展知识

产权、股权、应收账款等质押贷款，建设绿色审批通道，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

率。完善小微企业贷款风险保障体系，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导向杠杆作用，充分利

用“政银保”合作机制，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扶持民营和小微企业，缓解“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鼓励开展知识产权、股权及相关实体资产组合式质押融资。

落实《关于开展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工作的通知》，积极开展跨境贸易外汇

收支便利化试点，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推荐经营稳健、业务合规、内控完善的企

业，开展货物和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实现银行审核从事前向事后转变，

进一步推动贸易结算便利化。

（九）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千兆光网规模布局，提升千兆光网覆盖能力，推动通信基础设施实现共

建共享，无条件免费开放公共设施资源。推动数据中心、算力中心、5G 网络等

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鼓励使用高效环保制冷技术降低能耗，支持使用

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鼓励加强自动化、智能化能耗管理，提升整体节能

水平，加强转供电环节价格监管等措施，降低用电成本。

四、附则



（一）对具有重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企业或本措施未列的特别事项，可

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报市政府研究确定。本措施的政策与本市其他政策有重

叠、交叉的，按照从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二）获得扶持资金的企业，须按规定及时参加相关统计及高新技术企业运

行情况登记，并自觉接受科技、财政、审计、税务和市场监管等主管部门的监督

检查和日常管理。

（三）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奖励资金的单位，将采取停止拨款、全额追回

已取得奖励资金、取消申请资格、纳入诚信记录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企业或单位，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工作人员有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

利益输送、徇私舞弊、浪费国家资财等行为的，依法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本措施中所涉及的资金奖励时限为措施执行期间。

（五）由三亚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制定本措施实施细则并另行印发执行。

（六）本措施自 2024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6 年 2 月 28 日。由

市科技工业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解释，并在有效期届满前 6个月向市政府上报实

施情况的评估结论。

五、名词解释

（一）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是指根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

（2021）》（国家统计局令第 33 号）以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

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四大类产业为主营业务，并且注册登记地、税务

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我市范围内，具有健全财务制度、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二）数字经济产业平台是指企业自行招商建设经三亚市数字经济产业园联

席会议认定的数字经济产业汇聚体。应当符合以下条件：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产业政策，符合全市数字经济发展方向及区域功能布局；边界清晰，具有相对



明确的四至范围和空间布局，有明确的产权权属；产业定位清晰明确，数字经济

企业入驻且在平台开展实质性经营，平台产业集聚明显；平台有较完善的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支撑体系，平台管理机构和运营机制较为合理规范，有专业团队对

入驻企业实行统一服务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