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政策出台前，有关方面通过实地走访、
座谈交流等方式，先后与100余家企业及行业协
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了解企业面临的堵点痛
点。同时，收集整理了近年国内14个主要城市
出台的助企纾困系列政策资料，充分学习借鉴了
上海、深圳等地对市场主体纾困减负、促进经济
平稳健康增长等方面的好措施、好经验、好做法。

焦点1
突出可及性和针对性

激励大企业、帮扶中小微企业

王永新在会上解读，新出台的“30条”将国
省政策和成都实际相结合，落实好国家系列减
税降费、金融信贷政策，以及近期出台的《关于
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关于促进
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同
时增加优化企业信用修复、拓展货运航线网络、
支持企业上市等条款，全力确保措施更早见效。

突出可及性，将激励大企业和帮扶中小微
市场主体相结合。围绕大型企业特别是链主企
业实际需求，实施“一企一策”专项服务，激励大
型企业稳产增产、做大做强。围绕中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中面临的最迫切、最突
出的困难，结合政策反馈结果，在保留之前最有
效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全力稳
住市场主体，为进一步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缩
小收入差距等工作提供坚实支撑。

突出针对性，将行业性政策和普惠性政策相
结合。行业性政策主要着眼于批发、零售、住宿、
餐饮、文旅、会展、交通运输等困难行业，制定出
台更有针对性、更有力度的政策措施，帮扶行业
企业渡过难关、恢复发展。普惠性政策主要着眼
于行业政策覆盖不到的薄弱环节，加大减税降
费、降本减负等政策实施力度，切实降低企业生
产经营成本，缓解原材料成本上涨压力。

焦点2
降低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成本
支持重点行业稳定发展

经营成本上涨是当前市场主体面临最突
出、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对此，成都市一方面着
力落实国家社保费减免、设备器具所得税扣除、

“六税两费”减免扩围等普惠性政策，让政策的雨
露充分撒播到每个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另一方
面，减免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房租，通过国
有企业向市场主体让利、给予承租人补贴等方
式，缓解成本负担。

“工业、服务业是实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受疫情和外部环境的冲击影响特别直接和明
显，近期全国疫情多点反复、东欧地缘冲突加剧
对市场信心、产业链稳定带来了更大挑战，企业
面临的困难也在增多。”王永新介绍，工业企业
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不稳等影响较大。
对此，成都市一方面通过落实制造业企业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和降低标准化厂房使用成本等方
式，减轻工业企业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激励创新

型成长型中小企业、奖励企业生产规模上台阶等
方式，引导支持企业提质增效、稳产增产。服务
业涵盖产业领域广、行业门类多，特别是餐饮、零
售、旅游、交通运输等接触型服务业易受疫情冲
击，往往出现收入不稳、支出刚性的困难局面。
对此，成都一方面利用普惠政策全覆盖，通过落
实国家延续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给予房
租补贴等方式给予支持；另一方面针对受疫情影
响相对严重的餐饮、零售、文旅、交通运输等行业
进行专门的奖补支持，促进企业尽快走出困境、
恢复正常经营。

焦点3
促进外资外贸持续增长
支持市场主体扩大投资

疫情发生以来，外需的持续增长对成都全
市生产制造快速恢复与增长起到了关键支撑，
但目前面临着成本高涨和海外物流通道受阻等
难题。对此，成都市深入落实国家政策，通过全
面实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
实施外贸企业保费补贴等降低外资加工贸易企
业、一般贸易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通过加大资金
奖补、加强用地要素保障等方式促进外商投资
项目加速招引落地；全力保障国际物流通道顺
畅，全力增强铁路、空运运力保障，满足更多企
业出口需求。

王永新介绍，内需恢复较慢、市场拓展难度增
大等因素对企业投资意愿形成了一定抑制。对此，
成都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和要素保障，用好用活各
类支持资金，做好提前开工项目的支持保障工作，
尽力免除业主方的后顾之忧；同时，对符合条件的
重大工业和信息化项目、企业技改项目给予一定
的资金补助，鼓励企业恢复信心、扩大生产。

焦点4
加大金融信贷支持力度

加强要素保障和提升营商环境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长期以来，企业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未根本
破解，这一问题在市场竞争压力增大背景下更
加突出，不少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资金面、
流动性问题正在放大。

对此，成都市全面深入落实国家关于小微
企业各项信贷支持政策，增强金融机构向小微
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的意愿，降低小微企业信贷
成本；深入推进“蓉易贷”普惠信贷工程，强化企
业外部增信，提升中小微企业融资可及性；通过
给予奖励和补助等方式，鼓励支持企业开展直
接融资，拓展融资渠道。

此外，成都市去年出现了阶段性的电力供
应压力，加之企业招工等问题同时存在，影响了
企业的正常经营，部分企业难以满负荷生产。
对此，成都市将通过政策“组合拳”着力降低企
业用地成本，强化用能保障，优化用工服务；通
过完善政务服务、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等措施，进
一步优化为企服务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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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房租、减税降费、资金补助，为市场主体纾困

成都发布“助企健康发展30条”

应对疫情冲击，为
市场主体纾困，成都出
台“助企健康发展 30
条”，以更大的资金支
持力度、更大的减税降
费规模帮助市场主体
渡过难关、稳定信心。

4月11日，成都市
发布了最新出台的《成
都市支持市场主体健
康发展促进经济稳定
增长的政策措施》。《措
施》围绕降低中小微市
场主体经营成本、支持
工业企业稳定发展、强
化服务业企业帮扶激
励、促进外资外贸更好
发展、支持市场主体扩
大项目投资、加大金融
信贷支持力度、加强企
业要素保障、优化为企
服务营商环境 8 个方
面，共制定了 30 条优
惠政策。因此，《措施》
又被称为“助企健康发
展30条”。

发布会上，成都
市 发 改 委 副 主 任 王
永 新 介 绍 ，过 去 一
年，面对疫情冲击和
外 部 环 境 不 稳 定 不
确 定 影 响 ，成 都 市
委、市政府用确定性
工 作 应 对 不 确 定 性
风险，因时因势优化
防控策略，分区分业
加强政策支持，先后
出台了“促进经济增
长 10 条”“强化运行
保障 30 条”“助企纾
困 23 条”等 4 项经济
运 行 调 度 综 合 措 施
和 10 项助企纾困解
难专项政策。

在 政 策 的 推 动
下，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的成效不断显现，
有力支撑了经济平稳
运行，全年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19916.98 亿
元，同比增长8.6%，两
年平均增长 6.3%；新
登 记 市 场 主 体 达 到
62.7 万户，大约每 50
秒就有一家市场主体
诞生，全市市场主体
总数达332.1万户，居
副省级城市第二位。

服务业员工核酸检测费用
进行全额补贴

成都市商务局副局长李晓勇介
绍，成都市在减税降费等普惠政策
全覆盖的基础上，对新增纳入限额
以上统计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企业，以及达到一定规模的限额以
上商贸企业按等级分类进行一次性
奖励；对有出口实绩的小微企业、跨
境电商企业和从事跨境电商物流运
输并提供延付运费服务的企业进行
保费补贴；对餐饮、零售、外卖配送、
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以及属于
应检尽检人员范围的酒店企业员
工，全额补贴定期开展核酸检测的
费用。

允许临街店铺
开展外摆和促销活动

成都市鼓励商贸零售和餐饮企
业加快转型升级，创新“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经营新模式，在精准做好疫
情防控前提下，允许临街店铺在划定
区域内和节假日期间，在不影响居民
日常生活和交通安全情况下，开展外
摆经营活动和各类促销活动。

认定文旅消费示范区
一次性最高补助200万元

成都市文广旅局副局长王敏介
绍，为充分激发文旅消费潜力和活
力，成都市将开展“文旅消费新业态
示范区”“文旅消费新业态示范项
目”认定，并按照投入资金比例、示
范带动作用等绩效，分别给予一次
性最高200万元、50万元补助。

对国家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新
（改）建停车场、游客中心、游步道
等，按照投入资金比例给予最高100
万元补贴。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
减免至少3个月房租

2020-2021年，成都市国资委出
台3轮房租减免政策，累计减免租金
4.5个月。

成都市国资委二级巡视员冯庆
介绍，本轮房租减免政策惠及企业类
型包括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及个体
工商户，减免主体包括市、区两级国有
企业，将全行业纳入了支持范围。本
轮房租减免政策将对受惠企业一次性
减免至少3个月房租，其中，对承租房
产位于2022年依据国家标准被划定
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区（市）县范
围内的非国有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
户，减免6个月房租。

发布会现场。 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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