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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市 人 民 政 府
济政字〔２０１９〕４１号

济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济南市加快软件名城提档升级
促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的

若干政策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 （单位）：

现将 《济南市加快软件名城提档升级促进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济南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５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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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加快软件名城提档升级
促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为加快软件名城提档升级，实施 “名城、名园、名企、

名品、名展”五名工程，促进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以

下简称软件业）为代表的数字信息产业集聚集群发展和高质

量发展，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若干政策措施如下。

一、打造一流产业生态

１．强化名园支撑。依托中国软件名城打造中国软件名

园，对经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软件产业园区，依据

《济南市促进先进制造业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济政发 〔２０１９〕１号）予以支持。鼓励软件产业园区 （以

下简称园区）打造企业 “拎包入住”的生态系统，对园区建

设基础设施、公共平台、人才培养、配套服务等公共服务体

系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政策支持。支持各区县建设特色园

区，鼓励园区依据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新型产

业发展用地的意见 （暂行）》（济政办发 〔２０１９〕７号）、《济

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工业标准厂房建设的实施意

见》（济政办发 〔２０１９〕１０号）规定，按新型产业项目和标

准厂房项目申报用地。（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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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财政局）

２．加强服务平台支撑。支持园区建设软件业公共服务

平台，对新建并经认定的公共服务平台，给予固定资产实际

投资额不超过３０％、最高１０００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扶持。对

建成并经认定的公共服务平台，按照年度服务软件企业和集

成电路企业分别超过８０家、２０家的标准，给予每年１００万

元的运营补贴，补贴时间最长３年，有条件的区县可按照一

定比例给予配套支持。（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

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３．鼓励企业入园发展。对新开办和新引进的入驻园区

软件业企业，经园区管理服务机构推荐，按照实际租用面

积，给予租金费用３０％、最高１５元／平方米·每月的租金

补贴，单个企业最高补贴面积１０００平方米，补贴时间最长

３年。（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

４．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对总投资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软件

业项目，经园区推荐，按照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额的１２％给

予补助，最高补助５００万元。对软件业企业引进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且单个项目投资额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配套企业，按照

到位资金的１％给予推荐企业奖励，最高奖励１００万元，分

两年执行。对行业内具有领先优势、带动作用明显的软件业

项目，按照 “一事一议”政策给予支持。（责任单位：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投资促进局、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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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完善智力支撑。鼓励与国家级智库、知名科研院所

联合设立 “大所大院”，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发展规划、咨询

评估、人才培训等专业服务。完善软件业运行监测统计工作

制度，每年安排一定经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软件

名城行业数据监测工作。 （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财政局）

６．加强人才和投融资保障。加大软件业人才保障力度，

对符合条件的软件业人才，依据 《中共济南市委济南市人民

政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

施意见》（济发 〔２０１７〕１６号）和我市人才安居住房政策等

有关规定予以支持；对企业聘用年薪达到综合所得个税纳税

标准的软件业高层次人才，自达到综合所得个税纳税标准年

度起，５年内参照实缴综合所得个税地方留成部分的１００％

发放培训补贴，之后３年按７０％标准发放。对各类股权投

资基金，按照 《济南市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发展行动计划》

（济政发 〔２０１８〕１３号）有关规定予以支持。 （责任单位：

市委组织部、市税务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

７．鼓励市场开拓。积极策划、争办国际、国内软件业

高端展会、论坛，并按照 《济南市促进会展业发展若干措

施》 （济政办发 〔２０１８〕９号）规定，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进

行补贴。（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商务局、市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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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

二、支持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８．鼓励做大规模。对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５０００

万元、１亿元、５亿元、１０亿元、２０亿元的软件企业，经认

定后分别给予最高１０万元、２０万元、３０万元、５０万元、

８０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入选全国 “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强”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中国互联网百强”

“国家集成电路 ‘中国芯’”等国家级荣誉的企业，分别给予

一次性奖励５０万元 （不重复奖励）。对获评山东省大数据重

点企业等省级荣誉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３０万元。（责任

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统计局、市财政局）

９．支持做优产品。对当年获评 “国家信息消费试点示

范项目”“工业互联网ＡＰＰ优秀解决方案”“国家大数据重

点产品 （解决方案）”“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新项

目”“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项目”等国家级优秀项目

（方案）的软件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５０万元 （不重复奖

励）。对当年获评山东省 “大数据重点产品 （解决方案）”

“现代优势产业集群＋人工智能试点示范项目”等省级优秀

项目 （方案）的软件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３０万元 （不重

复奖励）。开展市级软件业优秀项目 （方案）评选，对于获

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２０万元 （不重复奖励）。（责任单

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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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支持专业化发展。鼓励各类企业对其信息技术研发

应用业务机构进行剥离，并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软件业企

业。若剥离后新成立的软件业企业当年软件业务收入超过

１０００万元，则按照不高于其软件业务收入的１０％对其进行

奖励，最高奖励１００万元。（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财政局）

三、鼓励企业创新发展

１１．鼓励资质创新。对新认定的山东省软件工程中心给

予一次性奖励５０万元。对首次通过ＣＭＭＩ（能力成熟度模

型）三级、四级、五级评估认证的软件企业，一次性分别给

予最高２０万元、３０万元、５０万元奖励；对首次通过

ＩＳＯ２７００１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软件企业，一次性

给予认证咨询费用５０％奖励；对首次通过ＤＣＭＭ （数据管

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标准）二级、三级、四级评估认证的

软件企业，一次性分别给予最高２０万元、３０万元、５０万元

奖励；对首次通过ＩＴＳＳ （信息技术服务标准）认证的软件

企业，一次性给予最高１５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市财政局）

１２．支持购买研发工具。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购买

ＥＤＡ （电子设计自动化）设计工具软件、硬件仿真加速器

以及研发仪器设备 （设备原值１０万元以上）等研发工具的，

按照实际发生费用的３０％给予资助，每个企业年度总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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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３００万元。对企业购买ＩＰ （知识产权）开展芯片研发

的，给予该企业实际支付费用最高３０％的资助，单个企业

每年总额不超过３００万元。对从事集成电路ＥＤＡ （电子设

计自动化）设计工具研发的企业，每年给予ＥＤＡ （电子设

计自动化）研发费用最高３０％的研发资助，总额不超过

１０００万元。（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

之前，我市有关政策规定与本政策不一致的，以本政策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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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监

委，济南警备区，市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５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