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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政〔2017〕18号 

 

 

池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 
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 

 

江南产业集中区管委会，各县、区人民政府，九华山风景区、开

发区、平天湖风景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关于进一步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政策》业经 2016 年

12 月 21日市政府第 8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

贯彻执行。 

 

 

 

                   2017年 2 月 2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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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政策 
 

根据《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

意见》（国发〔2015〕24 号）和《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

关于推进“电商安徽”建设的指导意见》（皖发〔2016〕33 号）

精神，为进一步优化我市电子商务发展环境，加快推动电子商务

发展，现结合实际，制定本政策。 

一、引进和培育电子商务龙头企业 

（一）引进电子商务高端项目。对国内外知名电子商务企业

在池州注册设立全国总部、区域总部、功能性总部或投资建设市

场带动作用大、商业模式新、技术含量高等电子商务重大项目，

实际到位注册资本在 1000 万元（含）到 2000 万元之间的，市级

财政一次性给予 50 万元奖励；实际到位注册资本在 2000 万元以

上的，市级财政一次性给予 100 万元奖励。落户地政府、管委会

对于上述高端项目在规划用地、办公用房、金融、研发、物流、

仓储等方面采取“一事一议”等方式给予配套支持。 

（二）创建电子商务示范项目。促进电子商务规模化、集群

化、规范化、标准化发展，对获得省级、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园

区（基地）和示范企业等称号的，由市级财政分别一次性给予运

营主体 10万元、50 万元奖励。 

（三）鼓励电商企业做大做强。对年网络销售额首次突破

1000 万元、3000 万元、5000 万元、1 亿元的，分别一次性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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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万元、30 万元、50万元、100万元上台阶奖励。 

二、分类发展电子商务平台 

（四）支持自营类电商平台。对平台年网络交易额首次突破

5000万元、1亿元、3亿元、5亿元的，分别一次性给予 10万元、

30 万元、50 万元、100万元补助。 

（五）深耕特色化服务平台。在全国知名电商平台开设市级

公共服务平台（地方特色馆、地方产业带、地方生鲜馆等），入驻

企业 40家以上，推介本市地产品及旅游资源等，为参与企业上线

提供共享服务，年网络交易额超 1000万元的，由市级财政给予该

馆运营主体 50万元/年运营服务补贴。 

（六）鼓励第三方支付平台。取得中国人民银行《支付业务

许可证》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在池州设立全国性、区域性总部，经

营满 1年的，一次性给予运营主体 100万元补助。 

三、推动电商集聚发展 

（七）提升电商产业园集聚。对入驻电商企业达 10 家（每个

企业年网络销售额 100 万元以上）、建筑面积超 4000 平方米，物

业、快递、仓储等配套服务体系完善的电子商务产业园，给予运

营主体年补助 50万元。在此基础上，每新入驻一家年网络销售额

超 500万元电商企业，再给予运营主体 5 万元奖励。 

（八）完善配套服务建设。支持社会资本在电商产业园新建

呼叫中心、数据中心等公共服务类项目。对新建 50 座席以上呼叫

中心的电商服务企业，按实际入驻席位数一次性给予每个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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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元的硬件投入补助，最高补助不超过 50 万元。对新建数据

中心，按设备和软件实际投资额的 20%给予一次性补助，最高补

助不超过 50 万元。 

四、深化电子商务应用 

（九）推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对电子商务代理（外包）企

业受托我市传统企业网络销售代运营达 10家以上，年代理服务费

收入达 100万元、300万元、500万元的，每年分别给予 10万元、

30 万元、50 万元补助。 

（十）提升电商企业应用水平。对企业通过第三方电商平台

开展应用，每年发生平台使用费、销售佣金、网络推广费等累计

达 2 万元的，给予其费用的 50%补助，最高补助不超过 30万元。 

（十一）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对跨境电商企业年网络交

易额超 50万美元的，给予其发生在我市快递费用的 30%补助，年

最高补助不超过 50 万元。对跨境电商企业在境外设立（租赁）海

外仓、海外展示中心开展跨境业务的，给予其设立（租赁）费的

20%补助，年最高补助不超过 30万元。 

（十二）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着力培育多元化农村电商

主体，加快推进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鼓励大

中专毕业生、大学生村官、农村青年等在贫困地区、民族聚居区

开展电商创业，带动我市焦枣、黄精、茶叶等农特产品网上销售，

实现电商精准扶贫。对在脱贫攻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电商创业者，

由市政府通报并授予荣誉称号。对电商企业设立乡镇、村级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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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站达 40 个以上的，按每个电商服务站 4000 元给予龙头企业

一次性补助。 

（十三）鼓励电子商务进社区。对电商企业利用社区便利店

等销售门店开设“网订店取”点 50 个以上，或在社区、学校、商

务区等布设“公共智能自助提货柜”30 个以上的物流配送企业，

一次性给予 30万元奖补。 

五、鼓励创新发展 

（十四）促进电商技术运用创新。鼓励企业运用云计算、大

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对我市农特产品实行智能监测、

信息展示、产品追溯等数据化管理，以展示其网销地产品生态品

质，提升网销竞争力的，按其数据化综合管理系统实际投资额的

50%一次性给予补助，最高补助不超过 50万元。 

六、加强组织领导 

（十五）调整池州市加快发展电子商务领导小组，统筹指导、

推进全市电子商务发展，办公室设在市商务局（市粮食局），负责

日常工作。各县区政府、管委会健全相应的协调机构，完善电子

商务促进政策。 

七、其他事项 

（十六）本政策支持范围是在本市注册，依法经营，无不良

诚信记录，从事电子商务活动以及为电子商务活动提供服务的市

场主体。 

（十七）本政策兑现的资金，除本政策有明确规定外，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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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由市、县区政府（管委会）各按 50%承担。 

（十八）本政策适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商务局（市粮食局）

负责解释。 

（十九）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试行 2年。2015 年 6月

19 日印发的《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电子商务的若干意

见》（池政〔2015〕24号）同时废止。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检察院，池州军分区。 

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2月 2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