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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出台7方面措施
支持工业全力冲刺2022年目标任务

对重点园区和重点企业全面实行“防疫泡泡”闭环运行模式，疫情发生后非必要不停工停产

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贯彻落实省委工作会议精神

9月13日，记者从四川省经济和信
息化厅获悉，为加大惠企帮扶政策供给
力度，统筹发展与安全，支持工业企业抢
进度、补欠账、拼速度、找增量，奋力推动
工业经济尽快回稳上行，全力冲刺全年
目标任务，该厅日前印发了《支持工业抢
进度拼速度保安全 全力冲刺2022年目
标任务的若干措施》（简称《措施》）。

《措施》从加快工业企业稳产满产、
强化工业企业保产稳链、抓实重点多作
贡献、加强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推动
工业和技术改造投资稳定增长、加大

“四川造”市场拓展和新品开发、抓好生
产要素保障协调等7个方面，提出具体
举措。

加快工业企业稳产满产

《措施》明确，四川将深入开展“万
人助万企”活动，“一企一专员”对企业
问题诉求开展闭环服务，加强要素保
障、物流运输、融资协调、市场拓展、上
下游衔接等方面支持。

鼓励工业企业开足马力抢生产任
务，对在8月份实施让电于民的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8-10月份产值增速快于
全省平均水平并作出较大贡献的，省级
工业发展专项资金给予一定奖补。对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8－11月份购买应
急备用发电设备（含甲醇柴油混合发电
设备）给予一定补助资金，支持各市
（州）结合实际情况给予补贴。

强化工业企业保产稳链

四川将对重点园区和重点企业疫
情防控能力建设给予补助资金，全面实
行“防疫泡泡”闭环运行模式，疫情发生
后非必要不停工停产。对动力电池、晶
硅光伏、新型显示等重点产业链首批轮
值“链主”企业及其核心配套企业，实施
产业链生态建设、安全稳定、转型升级、
配套招引、同准备份降准备份等重点项
目，给予最高1000万元资金支持。支
持各地建设工业物流枢纽接驳站等应
急设施，依据项目建设规模给予最高

200万元资金补助。

抓实重点多作贡献

《措施》指出，四川将对各市（州）切
块安排专项资金，鼓励地方依据实际情
况配套相应资金，统筹用于冲刺全年工
业稳增长目标任务。推动绿色低碳优
势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采取“赛马
制”遴选10个重点园区，落实绿色低碳
优势产业重点园区、重点项目、制造业
创新中心、绿色园区、绿色工厂、首台
（套）推广应用等资金激励政策。

鼓励重点企业发挥稳增长主力军
作用，对新晋“世界500强”的工业领域
企业（集团）给予一次性1000万元激励
资金；对2022年营业收入增速排名靠
前的30户“贡嘎培优”企业给予200万
元奖补资金。支持产业新赛道争位竞
速，对每个新赛道的领先型“赛手企业”
给予最高200万元奖补资金。

加强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

四川将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对大企业采购中小微企业产品及服务
年累计超过1亿元的，按实际支付采购
金额较上年增量部分的5%，给予企业
最高200万元奖励资金。实施“小升

规”专项攻坚行动，根据地方新入规完
成数量和新增经济贡献，对市（州）进行
激励奖补，由各地统筹用于推动工业企
业“小升规”工作，力争年内全省新入规
工业企业1200家以上。

同时，四川还将实施“天府益企·雏
鹰计划”，安排资金由各市（州）对2022
年营业收入1500万元以上且增长较快
的专精特新、创新型、重点产业链关键
配套、乡村振兴带动标杆型等规下工业
企业给予奖补。支持省级小型微型企
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减免入驻中小微
企业的厂房租金，按租金减免总额给予
最高200万元补助资金。对纳入2022
年度中央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试点服务范围，并成功通过验收的

“小灯塔”企业，给予一定资金奖励。

推动工业和技术改造投资稳定增长

《措施》明确，四川将对制造业招商
引资“百日攻坚”行动（第二季）成效显著
的市（州）给予资金激励。全面开展安全
环保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动态发布工业
领域综合诊断、项目设计、系统集成、运
营管理等第三方综合服务商名单，开展
重点项目投资建设专项服务。推动重点
项目加快投产达效，对投资10亿元以

上、且在2022年下半年竣工投产的省
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对新增产值
部分按照一定比例给予最高100万元
激励资金。对工业和技术改造投资增
长明显并纳入年度省“红榜”的市（州），
给予不低于1000万元激励资金。

加大“四川造”市场拓展和新品开发

四川将支持消费品工业企业面向
新需求，开发和培育形成一批新品、名
品、精品，对新的“大单品”销售额超过1
亿元、增速在20%以上的企业给予最高
100万元奖补资金。打造“天府云销”
一站式四川制造线上大市场，支持企业
开展线上供需对接，给予一定补贴激励
资金。

深入实施四川制造“出川护航”行
动，支持开展重点产业链产品推介和线
上促销活动。加大绿色建材生产推广
应用力度，支持绿色建材下乡试点地区
抓好绿色建材生产和消费。开展汽车
（新能源汽车）下乡专项活动，鼓励各市
（州）对参加活动的汽车生产企业开展
奖补，对有关市（州）给予最高1000万
元资金支持。

抓好生产要素保障协调

《措施》明确，对完成今冬明春电煤
储存目标的火电企业给予资金补贴，协
调保障燃机电厂发电用气需求，推动水
火互济、多能互补发展。对完成我省电
煤保供任务的煤炭企业，实施的总投资
1000万元以上且在2022年前三季度竣
工的安全绿色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予
以资金支持。对符合条件的火电企业
安全环保技术改造项目予以资金支持。

同时，四川还将开展金融支持现代
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联动银
行、担保和租赁机构推动制造业中长期
贷款余额稳步增长，实施省级财金互动
政策应收账款核心企业奖补、融资担保
降费奖补和首发上市企业费用补贴。
做好风险监测预警和防范处置，坚守安
全生产底线，杜绝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马梦飞

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乡村振兴、交通
建设等6大领域；为民营企业拓宽融资
渠道、加大融资保障力度；实施特困行
业阶段性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
……为激发民间投资发展新活力，日
前，四川省民营办印发了《进一步促进
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举措》（以下简称
《举措》）。

《举措》共提出19条“硬核”措施，包
括持续营造公平有序市场环境、积极引
导民间资本投资方向、持续优化民营企
业融资服务、切实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
本、大力优化民间投资发展环境等五个
方面。

设清单、引投资
民间资本将有更多机会

为持续营造公平有序市场环境，

《举措》提出深入实施公平竞争政策、定
期发布投资项目清单、严格落实负面清
单管理、落实同等对待支持政策等4项
具体举措，其中明确负面清单以外的行
业、领域，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
进入，任何部门不得对民间投资主体设
置显性或隐性歧视条款、准入门槛。

《举措》明确在乡村振兴、交通建
设、市政建设、现代服务业、社会事业和
绿色低碳产业等6大领域，引导民间资
本积极参与投资。

扩融资、降成本
让企业“轻装上阵”

为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融资服务，
《举措》提出在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加大
融资保障力度、健全融资担保体系等3
个方面，给予民营企业支持扶持。

在切实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方
面，《举措》还从切实减轻主体负担和清
理规范涉企收费2个方面，帮助民营企
业“轻装上阵”。

在全面落实国家减税降费、缓税缓
费、留抵退税等系列降本减负、纾困解
难政策措施的同时，加强政策广泛宣传
和精准滴灌，让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活
力。同时，将实施特困行业阶段性缓缴
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持续推进阶段性
降低工伤保险、失业保险费率政策，实
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政策，
降低企业负担。

一项具体工作一个牵头单位
确保举措落实到位

如何确保这19条“硬核”举措能
够落到实处？四川省民营办相关负

责人列出了《举措》的三大特点：坚持
问题导向、措施具体务实、强化责任
落实。

“首先，这些举措的提出都是坚持
问题导向。”该负责人表示，针对民间投
资“不能投、不愿投”“缺项目、缺资金”
等困难问题，《举措》强化了公平竞争、
项目推介、融资支持、环境优化等举措，
着力扩大有效投资。

“从各条措施来看，每一条都是具
体务实的，既有定性工作要求，也有定
量目标任务，做到有针对性、具操作性，
可实施、能落地。”该负责人表示，为推
动《举措》落实，除确有必要外，具体工
作任务原则上只明确1个牵头单位，相
关工作由牵头单位负责组织落实，避免
责任不清、推进不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为民间投资注入活力 四川出台19条举措

实施闭环生产管理，兴发铝业（成都）有限公司平均每天发货超350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