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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政办发〔2021〕58 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为加强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湖南）（以下简称合作区）建

设，根据《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

信息化部 商务部关于设立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的函》（国台函

〔2021〕68 号）精神，结合合作区岳阳产业园(湖南城陵矶新港

区)、湘潭产业园（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郴州产业园（郴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统称三大产业园）发展实际，经省人

民政府同意，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落实中央对台工作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

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对标“五好”园区要求，大力实施“三高四新”

战略，以推动湘台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为目标，加大对台招商

引资力度，深化湘台产业合作，推动合作区高质量发展，将合作

区打造成为深化海峡两岸经贸合作的引领区、助推我省高质量发

展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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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目标。加快挖潜增能，加强引资引智，将合作区

建设成对台交流示范平台。到 2025 年，合作区内新增台商投资

30 亿美元，台资企业数量达到 300 家，入驻合作区的台湾地区前

百大企业达到 20 家以上，台资企业产值较 2020 年翻一番。 

二、主要任务 

（一）优化园区产业布局。立足三大产业园现有产业基础和

未来发展定位，加强与台湾地区优势特色产业的定向精准对接，

推动园区差异化、协同化、集聚化发展。其中，岳阳产业园重点

发展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并依托国家级台湾农民创

业园建设湘台农业合作交流基地、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农业科

研示范基地，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湘潭产业园重点发展智能制造、

现代医疗器械等产业。郴州产业园重点发展有色金属精深加工、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等产业，积极承接粤港澳大湾

区台资企业转移。 

（二）加大对台招商引资力度。落实和完善招商引资政策，

加大相关产业基金支持，吸引台资优势特色产业向合作区转移。

推动三大产业园建立对台招商引资重大项目库、客商库和人才库，

聚焦延链强链补链需要，瞄准“高精尖新”产业，大力开展产业

链招商、定向招商、委托招商、中介招商、以商招商、亲情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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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两岸产业合作区发展联盟建设，加强与沿海台资企业集

中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吸引台资企业向合作区转移。加强与

台湾地区行业公会、行业龙头企业合作，促进湘台产业链供应链

深度融合。加强与省内其他台资企业聚集区的协同合作，推动资

源优化配置。 

（三）促进湘台创新链合作。引导湘台企业、研发机构、高

等院校在合作区内联合建设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

业技术中心和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检测中心等创

新载体，设立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等科学技术服

务机构，推动湘台在技术认定等方面使用统一标准。鼓励台湾地

区创新人才和团队以知识产权作价出资入股在合作区内设立公司，

知识产权作价金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不受限制。合作区内台资企

业的技术转让、文化科技融合等创新活动参照长株潭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政策执行。 

（四）加强湘台人才合作与交流。加快对台科技合作与交流

基地、湘台人才合作基地、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等平台建

设，鼓励企业牵头举办台湾青年人才交流交往活动，推动台湾地

区职业资格与大陆专业技术职称比照认定，大力吸引台湾地区专

业人才和青年进入合作区就业创业。积极支持合作区内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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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申报国家级和省级各类人才计划。对在湘工作的台湾

同胞在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方面享受同等待遇。台湾同

胞缴交的住房公积金、社保个人账户储存额，在其离开大陆出境

定居时经个人申请可按有关规定一次性支取。 

（五）培育壮大台资企业主体。鼓励台资企业在合作区内设

立中国区总部、区域总部和研发、物流、采购、销售、结算、财

务、信息处理等功能性总部。支持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申报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支持台资企业融入大陆产业链供应链，拓展内销

市场。对台资企业牵头组建的国家级和省级创新平台享受同等优

惠政策。对合作区内台资企业的用水用电用气用工等加大政策支

持。对合作区内台资企业申报国家和我省相关项目专项资金给予

支持。对台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业品牌创建，获得国家和

省名牌产品、有机食品、绿色食品认证的，享受同等政策。 

（六）加强台资企业用地保障。支持三大产业园调规扩区和

以“园中园”方式设立台湾产业集中区。加强重大基础设施以及

重大产业项目用地的省级统筹，在用地指标、占补平衡等方面给

予支持。支持开展自然资源管理综合改革试点，探索实行规划刚

性约束与弹性调整并举机制，允许根据产业布局需要合理留白，

为重大项目落地预留空间。支持推动土地复合开发利用，用途合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