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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泉州市数字经济发展若干措施
（修改稿）

为推动我市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鼓励产业落

地、市场开放，加快软件、集成电路、动漫、云计算、大数

据、5G 等产业发展，促进我市数字经济高质量、集聚化发展，

制定以下措施：

一、支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做大做强

（一）鼓励软件企业开展资质认证。对新取得信息系统

建设和服务能力优秀级及以上（CS5、CS4）、良好级（CS3）

等级证书的软件企业，在取得资质证书后，分别给予 100 万

元和 20 万元奖励；对新通过国际质量和安全评估、认证或

认证升级的企业，如 CMM/CMMI、PCMM、ISO27001/BS7799、

ISO20000、SAS70（名词解释见附件）等，按照认证费用的

50%给予补助，单个企业累计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补助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按 1:1 比例分摊。

（二）支持打造软件产业集聚区。鼓励打造高质量软件

产业集聚区（含软件园区、软件专业楼宇等），促进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集聚，经确认为泉州市软件产业集聚区的，

给予运营管理机构 50 万元奖励。

二、重点支持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发展

（一）集成电路设计企业采用多项目晶圆（MPW）进行

产品研发，按 MPW 直接费用的 80%给予补助；企业参加工程

流片项目，对同一流片项目工程流片费用给予 50%补助。单

一企业每年补助总额不超过 200 万元。补助资金由市、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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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财政按 1:1 比例分摊。

（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购买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开展高端芯片研发，给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购买直接

费用 50%的补助，单一企业每年补助总额不超过 200 万元。

购买第三方 IC 设计平台提供的“IP 复用、共享设计工具软

件或测试与分析”服务，给予实际购买服务费用 55%的补助，

单一企业每年补助总额不超过 150 万元。补助资金由市、县

两级财政按 1:1 比例分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申请资

助，享受与国内发明专利相同的奖励。

三、继续扶持动漫游戏产业发展

（一）原创动画播出奖励。对于原创电视动画作品，在

国家级电视台首次播出的，按每分钟 2500 元的标准，给予

一次性补贴；在省级以上（含副省级）动漫频道首次播出的，

按每分钟 1500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同一部作品在

多个电视台多次播出只补贴 1 次，同一部作品在省级和国家

级都有播出的按“从高不重复”的原则只补贴 1 次。若该作

品先在省级电视台播出，并按标准获得每分钟 1500 元的补

贴，而后又在国家级电视台播出，可按照国家级电视台补贴

标准申请每分钟 1000 元的差额；系列作品只补贴 1 次。系

列作品的认定以取得国产电视动画片发行许可证为标准，即

取得 1次国产电视动画片发行许可证号即具备 1次申报播出

补贴的资格，一证一报，不得重复申请。每部作品最高奖励

不超过 100 万元。对于原创电影动画，在全国性院线和中央

电视台电影频道首次播出的按每分钟 2500 元，在地区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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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首次播出的按每分钟 1500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

同一部作品多次重复播出的只补贴 1 次，按首次播出时长计

算；同一部作品的系列作品可重复申报；同一部作品在地区

性院线和全国性院线都播出的按“从高不重复”原则只奖励

1 次。每部作品奖励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补助资金由市、县

两级财政按 1:1 比例分摊。

（二）支持动漫游戏行业协会、企业在我市定期举办全

国性的动漫游戏大型推介会、行业峰会、创业路演等活动，

经市政府同意的，按其规模成效和支出费用给予一次性补

助，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补助资金由市级财政承担。

（三）原创动漫游戏形象授权奖励。对于原创动漫游戏

形象对外版权授权年收入 300万元及以上的动漫游戏企业按

实际授权额 15%的比例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四、实施工业互联网示范工程

（一）组织实施一批工业互联网示范项目。鼓励各行业

龙头企业率先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支持互联网、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企业与纺织鞋服、建材、机械装备等传统产业合

作，实施工业互联网示范工程。对工业互联网示范项目按与

信息化相关软硬件投资额 10%的比例给予提供“互联网+”解

决方案或服务产品的本地企业补助，单个项目补助最高不超

过 100 万元。补助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按 1:1 比例分摊。

（二）培育工业 APP。推进工业 APP 在各行业各领域的

应用，面向真实应用场景需求，培育工业技术软件化应用解

决方案。对每个工业APP按不超过上年度实际服务支出的30%



— 4 —

比例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补助资金由市、县两

级财政按 1:1 比例分摊。

五、扶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支持软件、集成电路、动漫、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信息安全、区块链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对每个平台按与信

息化相关软硬件投资额 30%的比例给予补助，单个项目补助

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补助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按 1:1 比

例分摊。

六、支持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支持数据企业规模化发展。支持数据企业快速

成长，加快形成数据产业规模化效应，对从事数据采集、

数据存储、数据治理、数据分析、数据交易、数据应用、

数据安全等领域的企业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1000 万元

（含）、5000 万元（含）、1 亿元（含），分别给予不超

过 10 万元、30 万元、50 万元奖励。奖励资金由市、县两

级财政按 1:1 比例分摊。

（二）鼓励开展大数据应用示范项目。鼓励大数据相

关企业围绕数据存储、处理、分析、建模、可视化、安全

等大数据核心业态，以及大数据和产业的融合发展，开展

大数据应用示范建设。每年竞争性评选不超过 15 个大数

据应用示范项目，按项目投入的 30％给予补贴，每个项

目最高补贴不超过 20 万元。鼓励企业参加国家级、省级、

市级数据应用创新赛事活动，政策有效期内，企业参评参

赛，项目投入使用并产生效益，且获得国家级、省级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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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奖项的，分别给予一次性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10 万元、

3 万元奖励，同一项目同时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奖项

的，按“就高不重复”原则进行奖励。补助资金由市、县两

级财政按 1:1比例分摊。

（三）支持建设可信数据空间。支持建设运营场景驱

动、标准互通、可信管控的城市、行业、企业等可信数据

空间，为数据要素规模化供给、流通、交易、应用等提供

支撑、承载服务。每年评选不超过 5 个成效显著的项目，

按不超过项目实际投入的 10%的比例给予一次性补助，每

个项目最高补助不超过 100 万元。补助资金由市、县两级

财政按 1:1比例分摊。

（四）支持建设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鼓励企业汇集行

业内上下游企业数据资源，开展数据清洗、标准化、标注

等数据治理工作，形成多模态的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通过

公共数据资源开发服务平台向社会开放，提供跨企业、跨

行业的数据服务。每年评选不超过 5 个成效显著的项目，

按不超过项目实际投入的 10%的比例给予一次性补助，每

个项目最高补助不超过 100 万元。补助资金由市、县两级

财政按 1:1比例分摊。

（五）支持企业提升数据管理能力。鼓励开展数据管

理能力成熟度（DCMM）贯标，政策有效期内，通过 DCMM

三级、四级、五级评估认证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最高

5 万元、10 万元、20 万元奖励，对已经享受较低等级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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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奖励的企业再次通过更高级别给予差额奖励。奖励资金

由市、县两级财政按 1:1 比例分摊。

七、支持 5G 应用示范推广

鼓励企事业单位、信息技术企业联合开展 5G 应用示范

建设，打造省级以上 5G 应用示范区。每年竞争性评选若干

个 5G 应用示范项目，按项目与信息化相关软硬件投资额的

30％给予补贴，每个项目最高补贴不超过 20 万元。补助资

金由市、县两级财政按 1:1 比例分摊。

八、支持万兆光网试点

鼓励企事业单位在工厂、园区等重点场景开展万兆光网

技术试点。通过试点应用，推动产业链各方加快协同解决万

兆光网落地应用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重点突破万兆光网在核

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等方面的技术瓶颈，加速形成自主可控的

产业链体系。对通过工信部评审入围国家级试点的项目，给

予 30 万元一次性奖励，奖励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按 1:1

比例分摊。

所有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资金总额超过本年度数字经

济的补助资金总额时，实际的兑现资金额度按比例压缩核

减。本措施的项目申报由市工信局、科技局、数据管理局、

泉州半导体高新区管委会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申报条件与程

序。措施中“新入选”“新列入”“新引进”“新取得”“新

通过”“新设立”“新迁入”是指自本措施印发当年起开始

计算。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由市工信局、科技局、数据管理局、泉州半导体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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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会负责解释。措施一、三、四由市工信局牵头负责组织

申报，措施二由市科技局、泉州半导体高新区管委会负责组

织申报，措施六、七、八由市数据管理局牵头负责组织申报，

措施五由市工信局、数据管理局按职责负责组织申报。此前

相关政策与上述政策不一致的，按本措施执行。对县（市、

区）已出台相关政策的，采取“不重复，就高补助”方式补

助。

附件：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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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名词解释

1.CMM：指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全称为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for Software，简称 CMM，它是对于软件组

织在定义、实施、度量、控制和改善其软件过程的实践中各

个发展阶段的描述。

2.CMMI ：指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全称是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ion，其目的是帮助

软件企业对软件工程过程进行管理和改进，增强开发与改进

能力，从而能按时地、不超预算地开发出高质量的软件。

3.PCMM ：人 力资本成 熟度模型 ，全称 是 People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PCMM，它是基于人力资本管

理的相关流程域构成的一种分级提升的系统模型，是持续提

高组织整体人力资源能力的指南。人力资本能力成熟度模型

是由成熟度等级、与每个成熟度等级相对应的流程域以及每个

流程域的目标和管理实践构成的。

4.ISO27001/BS7799:ISO27001 是信息安全领域的管理

体系标准，类似于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 ISO9000 标准。2005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简称：ISO）将 BS 7799 转化为 ISO 27001。

5.ISO20000：ISO20000 是世界上第一部针对信息技术服

务管理（IT Service Management）领域的国际标准，ISO20000

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标准代表了被广泛认可的评估 IT 服

http://baike.baidu.com/view/29837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73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0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50633/115063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50633/115063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53381/95338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53381/95338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6356/763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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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流程的原则的基础。该标准定义了一套全面的、紧密

相关的服务管理流程。

6.SAS70：指审计标准 70，全称是 Statement on Auditing

Standard 70，它是由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制定，针对

金融服务机构向客户提供服务的内部控制、安全保障、稽核

监督措施的审计标准。

7.DCMM：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全称是 Data

Management Capability Maturity Assessment Model，它

是我国首个数据管理领域国家标准，旨在帮助企业评估和提

升数据管理能力，推动数据资源的有效利用与价值释放。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6356/763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276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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