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2”政策概要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二场主题发布会

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川打出“1+2”政策“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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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省政府新闻办在成都举行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
布会第二场发布，围绕“提升环境促发
展”主题，省市场监管局总经济师董若
洁，经济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李文莉，
省税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白冰，人
行成都分行副行长黄全祥，川商总会党
委副书记、执行秘书长唐俊等，介绍了我
省印发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1+2”政策
有关情况。

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四川省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升
行动方案》，以及促进民营企业、个体
工商户发展的若干措施，从政府和市
场主体两个维度进行“1+2”政策体系
设计，为广大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纾困解难。

“1+2”五个专项行动10项措施
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董若洁介绍，“1”即一个《四川省民
营经济发展环境提升行动方案》，主要包
含5个专项行动：

政策清理完善方面，通过运用政策
明白卡、惠企政策计算器等措施，让民营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更方便、更快捷、更全
面地知晓政策、获取政策、用好政策。

融资难题破解方面，通过信用增信
的方式，让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取金融支
持，实现无抵押贷款，帮助大家拓展融资
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缓解资金压力。

拖欠账款清理行动方面，通过省市
县三级联动，加快拖欠账款的核实、清
偿，对拖欠金额大、欠款周期长的实行省
级督办，加强政府投资项目资金来源审
查，严禁垫资修建，防止出现“边清边
欠”。

资源要素保障方面，加快解决土地
遗留问题，积极推动不动产权证办理。
加大高峰时段用电、用气保供力度，保障
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政务服务效能提升方面，大力营造
国企民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
提升政务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推行包容
审慎监管，统筹开展“综合查一次”联合
执法，缩减入企检查次数，最大限度地减
少对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
扰。

“2”即《关于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的若干措施》《关于进一步促进个体工商
户发展的若干措施》两个政策措施，主要
着眼于激发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内生
动力，通过“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帮助
他们解难题、增信心、谋发展，具体包括5
个方面10项措施。

以鼓励创新为例，四川将对民营企
业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研发投
入增量、基础研究投入等在现有的基础
上提高补助标准，对民营企业首台套产
品加大支持力度。

在支持融资方面，将小微企业、“三
农”主体平均担保费率降至1%以下，推
广“税电指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

在降低成本方面，对不裁员、少裁员
的参保企业可申请失业保险返还。推动
具备条件的用气企业“转供”改“直供”，
降低小微企业电力接入成本，对符合条
件的民营企业工业项目降低土地出让底
价。

在公平竞争方面，建立完善招标文
件负面清单，防止设置不合理门槛条
件。认可民营建筑企业以联合体方式承
接的工程业绩。提高民营中小企业政府
采购合同的预付款比例。

在市场拓展方面，鼓励支持民营企
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拓展，对展位
费用、人员费用给予补贴。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
主要包含6个方面22项具体措施

从此次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个
体工商户发展的若干措施》来说，主要包
含6个方面的22项具体措施，将从优化准
入准营环境、保护合法权益、降低经营成
本、鼓励引导自主创业、拓展发展空间、
加强服务支撑等方面促进个体工商户发
展。

一是优化准入准营环境。为个体工
商户登记注册、变更登记、办理歇业等提
供更为优质便捷的服务。

二是保护合法权益。保障个体工商
户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不得违反规定
在资质许可、项目申报、政府采购等方面
歧视个体工商户，加大对个体工商户商
标、专利、商业秘密等保护力度，积极推
行包容审慎监管，引导个体工商户遵规
守法。

三是降低经营成本。落实“六税两
费”减免政策，推动减免检验检测、网络
使用、金融服务等费用，为个体工商户灵

活提供便利的经营场所，加大金融信贷
支持力度，强化保险保障。

四是鼓励引导自主创业。提供更加
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为从事个体经营
的高校毕业生、残疾人、退役军人等提供
多渠道政策支持。

五是拓展发展空间。开展个体工商
户分型分类培育，建立“名特优新”名录
库，鼓励和支持线上经营，引导个体工商
户转型升级为企业。

六是加强服务支撑。提供简易便捷
的年报服务，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
社会组织作用，帮助个体工商户解决困
难问题。为个体工商户维权救济提供法
律咨询、调解仲裁等法律服务。

系统、精准、创新
三大特点着眼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此次印发的《四川省民营经济发展
环境提升行动方案》《关于促进民营企业
发展壮大的若干措施》《关于进一步促进
个体工商户发展的若干措施》“1+2”政
策体系，还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是系统性，将民营经济发展环
境提升行动方案与惠企助企政策分开
制订，增强了政策的系统性和协同性。
《行动方案》主要着眼于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打破制约发展环境的关键症结，
进一步提高政府的服务质效。两个配
套的政策主要着眼于激发民营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内生动力，通过“真金白银”
的政策支持帮助他们解难题、增信心、
谋发展。

其次是精准性，截至6月底，我省市
场主体为870.62万户，其中民营市场主
体847.39万户、占97.33%。民营市场主
体中，民营企业232.53万户、占27.44%，
个体工商户604.15万户、占71.3%。民营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量都较为庞大，面
临的困难和问题，需要的政策需求，都有
很大的差异，所以分别针对不同的主体
出台政策措施，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的
需求，实现精准滴灌。

最后是创新性。“1+2”政策体系充
分借鉴了省外的经验做法，又结合我省
的实际，力求做到务实管用。比如，建立
融资征信的“白名单”制度，依法推动纳
税、社保、公积金、不动产等信息与金融
机构共享，提升信用贷款的可得性和便
捷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宁

7月6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第二场主题发布会。会
上，人行成都分行副行长黄全祥介绍，人
行成都分行将重点围绕“民企融资难题
破解行动”，从五个方面着力，推动金融
政策落地见效。

一是深入开展助企纾困金融政策的
传导和宣讲。用好“四川助企纾困政策
明白卡”，依托民营经济综合服务平台、
企业征信平台、各类电子政务平台以及
公众号等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会同相关
部门举行专场政策解读会、培训会，解析
相关金融政策、产品和服务。

二是深入推进金融政策产品化和产

品案例推广化。积极争取央行新增再
贷款再贴现额度，2023年拟向全省民营
市场主体提供不少于500亿元的央行低
成本资金支持，通过“再贷款+财政贴
息”方式，将金融政策产品化，向企业和
商户提供融资让利补贴支持。成都分
行将深化与财政等部门的协作，进一步
推广“支小惠商贷”“助农振兴贷”等产
品，扩大民营小微企业的受益面。对运
用支小支农再贷款发放的小微企业和
单户授信3000万元及以下的民营企业
贷款，以及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
民营性质的涉农贷款，财政部门给予
1.5%的贴息，贴息后贷款利率不超过

LPR+15个基点。
三是深化民营小微企业“服务零距

离 融资大畅通”专项行动。开展民营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走访、需求摸排、融资
培育、政策联动，推进无贷户首贷培育，
有贷户融资提升、融资渠道拓展、金融
服务优化，促进全省民营和小微企业贷
款户数持续增加、贷款投放量不断扩
大、综合融资成本下降，力争完成2023
年全省民营经济贷款增量不低于2000
亿元的目标。

四是深化个体工商户“贷动小生意
服务大民生”金融服务专项行动。组织
金融机构深入重点商圈、特色街道、批发

市场等个体工商户聚集区域，开展“访
店、访企、访园区”活动，主动向个体工商
户“问需、问计、问困难”，有针对性地开
展“送产品、送政策、送服务”。

五是深入做好政策效果监测评估。
运用“数字央行”货币信贷大数据平台，
开展金融服务民营小微市场主体政策效
果监测评估，做好重点市场主体白名单
融资对接情况监测和问题跟踪反馈。持
续完善对接机制，推动金融机构及时调
整优化服务政策和工作措施，以高质量、
高效率的金融服务支持民营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纾困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宁

人行成都分行：

今年全省民营经济贷款增量力争不低于2000亿元

个行动方案
《四川省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升行
动方案》

主要包含5个专项行动：

●政策清理完善行动
让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更

方便、更快捷、更全面地知晓政策、
获取政策、用好政策
●融资难题破解行动

帮助民营市场主体拓展融资渠
道、降低融资成本、缓解资金压力
●拖欠账款清理行动

加快拖欠账款的核实、清偿，
对拖欠金额大、欠款周期长的实行
省级督办
●资源要素保障行动

加快解决土地遗留问题，加大
高峰时段用电、用气保供力度
●政务服务效能提升行动

营造国企民企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推行包容审慎监管

个政策措施
《关于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若
干措施》

●对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研发投入增量、基础研
究投入等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补
助标准
●将小微企业、“三农”主体平均担
保费率降至1%以下
●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
申请失业保险返还
●鼓励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参
与国际市场拓展，对展位费用、人
员费用给予补贴

《关于进一步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
的若干措施》

一是优化准入准营环境
二是保护合法权益
三是降低经营成本
四是鼓励引导自主创业
五是拓展发展空间
六是加强服务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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