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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供应链重点项目培育工作的通知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管委会、各开发区管委会,各省属企业,各

市商务局、工信局、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国资委、市场监

管局、银保监分局,人 民银行山西各市中心支行,各银行业金融

机构、有关协会 :

为加快推进全省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经省商务厅等部门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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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等银行机构协商同意,拟在省供应链项目库中遴选重点项目

分批培育支持,助力破解产业发展深层次问题,助推经济高质量

发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要在现代供应

链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咸新动能的精神,落实 《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全国供应链创新

与应用工作会议以及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

中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供应链与互联网、物联网

深度融合为路径,创新发展供应链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完

善产业供应链体系,高效整合各类资源和要素,提高企业、产业

和区域间的协同发展能力,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

(二)总体思路。依据 《商务部 中国工商银行关于组织供

应链领域重点合作项目推荐工作的通知》(商建函 (2019〕 631号 )、

《中国人民银行 工信部 财政部 商务部 国资委 银监会 外汇局

关于印发<小微企业应收款融资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2017″ 019

年)>的通知》(银发 (2017)104号 )、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

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意见》(晋政发

(⒛ 18〕 41号 )等政策,深化政产学研金介用合作,以供应链项

目为抓手,推进国家供应链试点的同时,组织申报推荐省供应链

重点项目,加强跟进指导和阶段绩效评估,培育全省重点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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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农业、工业、流通等重点产业领域,引 导更多行业龙头、

产业集群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

(三)工作 目标。通过供应链重点项目培育工作,挖掘具有

区域特点的供应链新技术新模式,形成一批供应链发展的实践案

例,培育一批供应链创新活跃的产业集群,形咸一批具有区域影

响力和主导地位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推动形咸创新引领、协同发

展、产融结合、供需匹配、优质高效、绿色低碳、合理布局的省

域产业供应链体系。

二、主要任务

(一)着 力构建农产品供应链。结合本地特色农业产业,优

先选择酿品、饮品、乳品、主食糕品、肉制品、果品、功能食品、

保健食品、化妆品、中医药品等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 ,

优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动供应链资源聚集和共享,打造联

结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加工企业到农产品流通、物流

服务、平台交易商直至终端消费者在内的各环节参与者形咸的农

业全产业供应链,努力构建仝产业链各环节相互衔接配套的绿色

可追溯农业供应链体系。

(二)全面推动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结合全省主导产业 ,

推动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等相关产业打造供需对接、资源整

合的供应链平台,提高产业协同效率,推动降咸本、去库存和去

产能,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家电、汽车、电子、纺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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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升级密切相关产业构建个性化需求和柔性化生产的智能制造

供应链协同平台,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针对战咯新兴产业,打

造政产学研一体化的供应链创新网络,推进大型飞机、机器人、

发动机、集咸电路等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发展。

(三 )创新发展流通供应链。推动企业与银行机构、供应商、

生产商系统对接,构建流通、金融与生产深度融合的供应链协同

平台,实现资金流、信息流、物流
“三流合一∴ 实时共享可视 ;

推动流通企业与银行机构深度合作,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供应链

交易平台,提供研发、设计、采购、生产、物流和分销等一体化

供应链服务,发展集信息推送、消费互动、物流配送等功能为一

体的社区商业,满足社区居民升级消费需求,提高居民生活智能

化和便利化水平。

(四 )支持融入仝球供应链体系。利用银行机构全球化布局

综合优势,推动优势产业对接融入仝球供应链体系,开展更大范

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产

业集群。利用
“
一带一路

”
银行间合作平台,加 强与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提高全球范围内供应链协同和配置资源的

能力,促进重要资源能源、重要农产品、关键零部件来源的多元

化和目标市场的多样化。

(五)精准发力供应链扶贫。注重重点供应链尤其是农业全

产业供应链向深度贫困地区拓展,加大各项资源倾斜力度。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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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精准扶贫信贷市场需求及风险特征,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

续的前提下,利用供应链加大对国家重点支持贫困地区的扶贫支

持力度,适时推出相关信贷政策,坚持精准扶贫。

三、项目组织

(一 )项 目申报

1.申 报供应链重点企业项目。企业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

有较高的供应链管理能力,较完善的供应链管理制度,较强的供

应链人才力量,建设业内较大影响的供应链协同平台,对行业发

展具有重要影响和示范带动作用。

申报企业应填写《山西省供应链重点企业项目申报表》(见附

件1),围 绕工作任务提出加强供应链协同和整合、完善产业供应

链体系的未来三年年度目标和举措。

2.申 报供应链重点区域项目。区域 (包括山西转型综改示范

区、开发区或县、市等辖区)应拥有较好的产业基础,产业集群

在全省具有较强的影响和带动能力,拥有比较完善的产业配套体

系,具有较好的供应链发展软硬基础设施,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

技术应用规模较大。

申报区域项目属地政府主管部门,应编制 《山西省供应链重

点区域项目方案》(见附件⒛,围绕工作任务,结合辖区优势和特

色产业,聚焦一项或多项任务,谋划未来三年年度供应链推动产

业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重点内容和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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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择优推荐

各市商务局牵头,会 同工业、农业、国资等有关部门和山西

转型综改示范区、开发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组织辖区行业龙头

企业申报供应链重点企业项目,组织产业集群辖区政府行业主管

部门申报供应链重点区域项目,并汇总择优向省商务厅推荐。

各市要于每年2月 底前,将 《山西省供应链重点企业项目申报

表》《山西省供应链重点区域项目实施方案》以及 《申报供应链重

点项目汇总表》(见附件ω,以 PDF电 子扫描版报省商务厅。

各省属企业向省商务厅直接申报,并报省国资委各案。

(三)确定项 目

由省商务厅牵头,会同相关部门组织银行机构及有关专家 ,

结合全省产业及供应链资源特点,对 申报项目材料筛选出的行业

或产业代表项目,开展综合实力、市场前景、项目风险、扶贫带

动效果、示范引领作用等方面的竞争性答辩论证,于每年 3月 底

前确定并发布全省供应链重点培育项目年度目录。

(四 )阶段跟进

省商务厅将依据商务部供应链绩效评价体系,建立项目绩效

评估、动态监督和退出机制。列为全省供应链重点培育项目,要

定期报告工作进展 (见附件⒋ 1、 ⒋2);各市主管部门要会同相关

部门加强季度跟进,开展年度绩效评估,提交年度评估报告。各

市商务局及省直有关部门向省联席会报告工作情况,省商务厅代

表省联席会每年1月 底前,向 商务部报告仝省上一年度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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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发现项目有违法违规行为、重大风险隐患或推进不力的

区域和企业项目,将 取消其重点培育资格。

(五 )银行审贷

银行机构在坚持
“
独立审贷、自主决策、择优支持、严控风

险
”
原则的基础上,从省供应链重点项目年度目录中选择符合条

件的供应链项目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办贷过程中,银行机构对

推荐项目提供绿色通道,优先办理,提升业务办理效率,并依照

相关政策给予支持。每个银行机构合作培育重点项目,原则上不

超过⒛个。

项目实施主体在项目建设、运营及贷款使用中出现弄虚作假、

挤占挪用等行为,一经发现和查实,根据相关制度严肃处理。

四、相关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

省 (市 )有关部门及单位要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省委省政府重要部署上来,充分认识供应链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对仝省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动

员,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要把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作为推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助力破解产业发

展深层次问题,提升产业供应链发展整体水平,在现代供应链领

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二)营造良好环境

省 (市 )及产业集群区域属地政府有关部门要在本级供应链

- 7 —



联席会议机制下,与银行、科研院校等机构加强联系,健全政产

学研金介用合作推进机制,合力推动供应链核心企业及省属国有

企业积极加入中征平台,提高上下游粘合度和协同能力。在
“
山

西信用生态创新先导区
”
建设中,加快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供应

链监管和自律机制。鼓励太原市、山西综改区、定襄县等更多产

业集群重点区域,以完善政策、优化服务、加强监管为重点,探

索推进政府供应链公共服务和治理新模式。

(三)加强项 目储备

省商务厅将会同有关部门在各市推荐基础上,不断充实全省

供应链重点项目库。各市商务局要会同有关部门、银行机构等立

足当地发展特点,提 出推进实施方案。对重点产业深入分析,积

极发现和培育优质供应链项目,加强项目储备,做好项目申报、

阶段跟进、绩效评估和方案优化等基础工作,实时更新项目进度、

融资需求。

(四 )优先准入支持

银行机构对列入年度目录的全省供应链重点培育项目,给予

优先准入。银行机构要加大对供应链企业特别是供应链上下游中

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完善普惠专项计划管理机制,保障普惠贷

款优先发放。银行机构要切实改善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降

低企业融资门槛,积极支持满足供应链企业特别是供应链上下游

企业中的中小微企业信贷需求,并拓宽企业抵质押品范围,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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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应收帐款融资业务,努力降低供应链企业特别是供应链上下

游企业中的中小微企业的实际融资咸本。

(五 )严格规范监管

全省各级人民银行和银保监部门要加强对供应链金融发展的

指导和监督,优先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支

持山西综改区利用数字经济监管沙盒试验机制,提升金融科技创

新活力,提高事中事后风险管理水平,推动供应链金融健康稳定

发展。加大中征平台推广力度,引 导供应链核心企业、金融机构

与银行应收账款融资服务等平台对接,创新发展应收账款、存货、

预付款融资和保险、保理等现代供应链金融服务。鼓励开展应收

账款及其他动产融资质押和转让登记,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六 )推广典型案例

省 (市 )及产业集群区域属地政府有关部门要发挥行业组织、

科研院校和相关专家的作用,指导和支持探索建立供应链绩效指

标评价体系,组织开展
“
供应链山西行

”
和

“
走出去

”
实地调研 ,

发现培育典型,及时总结经验,举办培训交流,宣传推广案例 ,

发挥示范作用。将企业好的经验模式在产业层面推广,将区域好

的做法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抓手。

(鉴于当前疫情防控情况特殊,⒛20年 的项目申报、推荐以

及确定等时限安排,统一顺延 3个月。)

项目申报邮箱:swt7052@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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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及电话 :

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

省工信厅交通物流处

省生态环境厅科技与财务处

省农业农村厅产业处

省国资委战咯规划处

人行太原中支货币信贷管理处

山西省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处

中国银保监会山西监管局

山西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工商银行山西分行公司业务部

建设银行山西分行公司业务部

农业银行山西分行公司业务部

中信银行太原分行公司银行部

渤海银行太原分行交易银行部

侯 叵雪墚 0351丬 07“00

走达埤≥沏氯 0351-30茌 6376

郝勇智 0351-6371⒗ 3

马向荣 0351丬0钙田8

贺  强 0351-7218061

日卜兵巨芳军 0351一4922893

引攵  拐艮 0351-7680220

I  朋鸟 0351-7551517

享阝蕉置膨乏 0351-7053898

韩卫东 0351-6248茌 82

丿罔  帆 0351-珏957G63

杨 匡于梁 0351-6⒛0152

常艳芳 0351-77372“

月卜夕乒妨受 0351-7737926

杜￠巳红 0351-8385299

附件 :
Ι

 
2
 
 
3
 
 

姓

山西省供应链重点企业项目申报表

山西省供应链重点区域项目方案编制提纲

山西省供应链重点项目汇总表

山西省供应链重点项目季度台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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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 面省供庄链重点培育项目年度目录

(此 件主动 公开 )

抄送:商 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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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山西省供应链重点企业项 日申报表 (样表 )

u、 础基本情况基

士⊥ 名竹 庄册 E-呵

仝业地址 注册 资本 (万 元丿

全业性质 法
`~←

表

斫属 行业 灵工

`ψ

数

仝业类型 二农业企业 □工业企业 □流通仝业 □其它

联 系丿、 电话 传 真

成本与效益

20L7手 2018丘吕 20L9|日

营业 收 分̌ (亻乙元 )

成本利润率 〈%)

库存周转率 (次 )

总资产周转率 (次 )

现金周转期 (天 )

市场 占有率 (%)

注:成 本利润率=利 润/成 本费用

库存周转率=当 期销售产品成水/当 期平均库存价值

总资产周转率=期 间营业收 λ/期 间总资产

现金周转期=匝 收账款周转期一应什账款周转期+存 货周转期

客户服务水平 (20L9

年度 )

按客户要求完美交 l+的 订

单比例 (满 足时间、质量、

数量、灾件等全部要求 )

线上 (或 线下 )订 单  单,辶 成交易  单,按 客户要求完

美交什的订单比例 (满 足时间、质量、数量、灾件等全部要求

的客户满意率) %,

上业 发展总体 肓况。

包括仝业的 行业地 位

和 浅表哇莘

(一 、仝业攴展亡体情况。主营业务叉其 l± 应链攵展情氵昆:二 、

斤业的话语权,或 对 仔业控制或主导能力等:三 、仝业代表性。

工域的攵展方苘、发展砚摸、攴展质量等万面的↑表性等丿

仝业的行业地伍。上业

仝业在行业、或产业或

- 】2 —



二、供应链管理情况

是否有独立供应链管

理部门
彐是 (如 是,请填写供应链管理部闩员工人数___) □否

人才与技术

供应链专业必̌才情

况

供应链相关专利、标

准情况

供应链上下游互联互

通和协同水平

(— 、供应链上下游互联互通能力。二、供应链核心企业特别是供应链上下游中的中小秽

企业资金等方面的协同需求。三、协同解决供应链核`心 企业特别是供应链上下游中的中忄

微企业资金等需求的水平 )

三、工作方案

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

用工作的总体思路、

目标及举措

(— 宀总体思路。二、发展目标。预测出⒛⒛ 2m2年三个年度的营业收入 (亿 元)、 戚

本利润率 (%)、 库存周转率 (次 )、 总资产周转率 (次 )、 现金周转期 (天 )、 市场占

有率 (%)三 、工作举措。按年度表述,应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对供应链中的物流、商流、

信息流和资金流进行设计、规划、控制和优化,并将单一、分散的订单管理、采购执行、

报关退税、物流管理、资金融通、数据管理、贸易商务、结算等进行一体化整合服务,突

出高质量发展总要求。)

申报企业 :

(盖 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推荐主管部 门盖章 )

年审核单位

—  13 —



附件 2

山西省供应链重点区域
(编制提纲 )

项目实施方案

一、发展基础

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和供应链发展基础。包

括近 3年来优势产业和核心企业概况、供应链发展基础设施、

供应链平台、公共服务等情况。

二、工作思路

结合本区域产业发展实际和供应链发展基础,明 确未来

3年本区域产业集群以及供应链项目的总体思路、项目方向

和推进步骤,体现产业特色和区域特色。

三、发展目标

要聚焦完善本区域乃至全省产业供应链体系,推进供给

侧改革,促进绿色发展和全球化发展,加强供应链服务质量

标准 品牌建设 ,服务实体经济等。提 出项 目目标 ,包 括

202卜20⒛ 年总体目标和分年度 目标、定性和定量目标。

四、项目内容

在推动完善产业供应链体系、供应链金融规范发展、全

球供应链和绿色供应链发展、供应链质量促进体系建设和完

善供应链政府公共服务和治理新模式等项任务中,项 目内容

可选择其中一项或多项,形咸具体方案。重点区域要出台支

持供应链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优化公共服务,营造良好环

—— 1茌  ——



境,加 强供应链标准体系、信用体系和人才体系等支撑建设 ,

并探索供应链政府治理新模式;支持推动供应链重点企业创

新供应链技术和模式,构建和优化产业协同平台,提升产业

集咸和协同水平,构建完整高效的产业供应链体系。

五、保障措施

建立组织领导和工作协调机制;制 订和完善实施方案 ;

加强实施落地督查方案等。

六、其它

其它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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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山西省供应链重点项目汇总表

市 (县 、区)

备注:重点区域项 目只填写区域名称、联系人姓名及部门、联系方式

序号
企业名称

(区域名称 )

注册资本
(万元 )

所属具

体产业

2019年营

收 (亿 元 )

联系人姓

名及部门
联系方式

1

ο
乙

3

‘

5

—  16 —



附件4-1

项日单位 (公章):

山西省供应链重点企业项日季度台帐 (样表 )

单位:万元 联系人姓名及电话 :

序 号
供应链核心企业

及上下游企业名称

在

市

所

地
属

业

所

行
工作目标 具体举措

其 屮 :信贷 (屈 滏 )惜况 完成时限
(年月 )

预期成果贷款类 票据类 租赁类 函证类 其它

1 (核心企业名称 )

1
2
3
 

·

1.

2.

3.

Ι

 
2
 
3
 
 

·

2 (上下游企业名称 )

注:1.“ 所属行业
”
细化至国民经济分类中的大类 (即 2位数编码的二级行业,如 gG汽车制造业,如涉及多个大类的,逐一列出)。

2.按项目申报方案确定的方向和主要任务填写工作目标。
3.围绕完成工作日标,细化实施具体举措,明确完成的时限。
4.“ 预期成果

”
填写取得的重大供应链技术或模式创新、完善产业供应链体系取得的重大进展及可复制推广的先进经验等。

5.台帐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申报方案内容。



附件4”

项目单位 (公章)g

山西省供应链重点区域项目季皮台帐 (样表 )

单位:万元        联系人姓名及电话 :

序号 区域名称
在

市

所

舳
工作 目标 具体举措

其 屮 :信贷 (融资 )懵况 完成时限
(年 月 )

预期成果个业名称 贷 款 举 票据类 租赁类 氐 证 举 其 它

1

Ι

 
2
 
3

1

z

3

2

3

注:1.区 域名称:县、市或辖区某产业供应链。
2.按项目申报方案确定的方向和主要任务填写工作目标。
3.围绕完成工作目标,细化实施具体举措,并明确完成的时间节点。
4.“预期成果

”
填写推动完善产业供应链体系中取得的重大进展、政府的重大政策创新、提供的重要公共服务等。

5.台帐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申报方案内容。



附件 5

山西省供应链重点培育项日
(2018年度目录 )

商务部等 8部 门确定了北京等 55个试点城市和 TCL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等⒛6家试点企业。其中,我省 1个城市和

3家企业被评为全国试点项目。名单如下 :

(一 )试点城市∶太原市。

(二 )试点企业:1。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2.山 西尧信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中 国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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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供应链重点培育项目
(⒛】9年度目录 )

一、供应链重点企业项目

(一 )太原市 ("个 )

1.山 西紫林醋业股份有限公司

2.山 西水塔醋业股份有限公司

3.国 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4.国 药控股山西有限公司

5.山 西快咸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6.山 西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7.山 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8.清徐县美特好农产品配送物流有限公司

9。 太原市鸿新农产品有限公司

1o.山 西商品电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11.山 西省产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12.山 西刚正信息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13.山西穗华物流园有限公司

(二 )大同市 (8个 )

14.山 西东方物华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5.山 西晋投玄武岩开发有限公司

1G。 大同市牧同乳业有限公司

17.山 西北岳神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8.大 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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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天镇县通航粮贸有限公司

⒛。浑源县恒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1.大 同市博信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三 )忻州市 (3个 )

22.山 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3.山 西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⒛。山西中兴铸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 )阳泉市 (1个 )

25.阳 泉壹号食品有限公司

(五 )长治市 (3个 )

26.山 西紫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7.山 西长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8.山 西潞卓商贸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六 )晋城市 (4个 )

29.晋城富泰华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30.山 西绿洲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31.晋城市鸿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2.山 西五谷养生科技有限公司

(七 )晋中市 (3个 )

33.祁县喜福来玻璃器皿有限公司

3茌。山西省平遥牛肉集团有限公司

35.山 西海玉园食品有限公司

(八 )临汾市 (1个 )

36.山 西戎子酒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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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吕 梁市 (3个 )

37.山 西诫信种业有限公司

38.山 西大象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39.吕 梁野山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十 )运城市 (5个 )

4o.山 西晋龙养殖股份有限公司

茌1。 山西德济药业有限公司

妮。山西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3.山 西宝真智慧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狃。山西浓之龙物流有限公司

二、供应链重点区域项目

(一 )大同市 (1个 )

45.天镇县农业产业区域供应链项目

(二 )忻州市 (1个 )

钙。定襄县法兰产业区域供应链项目

(三 )晋中市 (2个 )

47.祁县玻璃器皿产业区域供应链项目

佣。祁县酥梨产业区域区域供应链项 目

(四 )长治市 (1个 )

钧。电留区农业产业区域供应链项目

(五)运城市 (1个 )

50.风 陵渡塑料产业区域供应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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