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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出台21条政策措施
“真金白银”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为进一步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以及全国、全省两
会精神，聚焦扩大有效需求、激发市场活
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4月1日，四川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经济
运行回升向好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
《措施》），全力推动经济运行回升向好。

《措施》从加快消费恢复提振、帮助
企业降本减负、推进企业快速成长、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4个方面制定了21条“真金
白银”的政策措施。

消费提振
帮助企业“引流”助力居民“消费”

为进一步点燃消费市场热情，四川
推出一系列硬核举措。《措施》明确对
2025年4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居民在
汽车购置、电子产品、住房装修、家电家
具等四大类线下消费领域的贷款，给予
每笔最高3000元的一次性贴息支持。与
此同时，在该时间段内，四川还将在线上
线下同步发放“蜀里安逸·美好生活”专
项消费券。结合重要节假日和重点消费
促进活动，同步发放线上和线下餐饮、零
售、川酒川茶等专项消费券。

此外，四川还对在川开设亚洲及以
上级别首店、中国首店、西南首店的企
业，分别给予最高300万元、100万元、50
万元的资金激励，既为消费者带来了全
新的购物体验，也为品牌企业提供了良
好的发展环境。

此外，四川还将对各类演艺赛事活
动和重大文旅消费促进活动的承办方给

予最高500万元的资金支持，让四川这片
沃土上的文化旅游演艺不断升温。值得
一提的是，对于二手车经销企业来说，只
要符合条件就能按销售额的0.5%获得奖
励，单户企业最高500万元。

减负助企
助力中小企业纾困

四川此次出台的政策不仅注重消费
提振，同时也从多方位帮助企业降低成
本、减轻负担。

《措施》明确，对2025年4月1日至9
月30日期间签订劳动合同招用新成长劳
动力并按规定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企
业，按每人1000元给予招工成本补贴。

《措施》中提到，四川还大幅提高了
创业担保贷款的申请额度。2025年4月
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创业担保贷

款个人申请额度由30万元提高至50万
元，小微企业申请额度由400万元提高至
600万元,并按国家有关规定贴息。同
时，对这部分贷款还给予了相应的贴息支
持，进一步减轻了中小企业的融资负担。

此外，四川还将在满足支小支农担
保业务占比要求的前提下，将更多科技
创新型中型企业纳入省级财政融资担保
保费补贴范围。

企业成长
聚焦重点领域给予全方位支持

除了消费提振和减负帮企，四川在
推进企业快速成长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

“真金白银”的政策。
《措施》提出，对2025年4月1日至9

月30日期间新建成投产的省级重点工业
项目，只要新增生产规模达到2000万元

以上，按照项目设备投资的5%给予激
励，最高可达1000万元。

同时，对于那些积极参加境内外展
会、建立国际营销网络的企业，《措施》提出
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参加境外线下展会
的企业按不超过实际展位费用的80％给
予激励，单场展会最高10万元；参加境内
线下展会的企业按不超过实际展位费用的
70％给予激励，单场展会最高3万元。

同时，对于建筑企业、商贸企业等在
生产经营规模和增长率方面达到一定标
准的，《措施》提出按不同档次给予相应
的资金奖励。专门针对工业企业供需对
接这一关键环节，《措施》提出给予服务
供给机构每场最高30万元的激励。

产业升级
注重农业、服务业提质增效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针对农业
这个传统优势产业，《措施》明确，对2025
年内超额完成生猪、牛、羊出栏目标任务
的市（州），将给予相应的激励资金。

同时，实施传统服务业企业转型激
励，鼓励商圈、商业综合体、连锁企业、商
业街区、商品交易市场等转型升级，对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采
取自营、联营方式统一核算并首次达到
规模的运营企业，省级财政按照销售额
分档给予激励。

其中：1亿元—3亿元给予100万元
激励；3亿元—5亿元给予200万元激励；
5亿元以上给予400万元激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田怡

加强文旅产业链建设

四川出台10个细分领域三年行动方案

3月31日，记者从文化和旅游厅获
悉，全省文化和旅游产业链10个细分领
域三年行动方案近日出台。

今年初，文化和旅游厅、经济和信息
化厅等12部门联合印发《四川省文化和
旅游产业链专项工作方案》，明确了聚焦
数字文化产业、演艺产业、文化创意设计
产业、影视产业、出版发行和版权产业、
休闲度假旅游、观光旅游、乡村旅游、健
康旅游、研学旅游十大重点领域，推动文
化和旅游产业链式协同、集群发展、能级
提升。

此次推出的10个行动方案，则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十大重点领域未来
三年的主要目标，并通过梳理出工作任
务、重点项目、重点企业三张清单，涵盖
项目379个、企业235家，以“责任制+清单
制”方式，加快推动方案落地实施。

亮点亮点一一
明确细分领域

发展细分赛道找准着力点

四川是文旅大省，大山大水孕育
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旅游资源。大力
度推进文旅产业建圈强链，是提升全
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能级的一项重要
抓手。

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出台的10个行动方案，既聚焦抢抓新
赛道，又做强传统优势产业，以“创新链、
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
为目标，按照“政府引导、守正创新，以文
塑旅、融合发展，需求牵引、场景创新，全

链畅通、提质增效，企业主体、市场运作”
总体要求，积极构建体系完备、特色鲜
明、布局合理的文旅产业全新体系。

在10个行动方案中，既要考虑到各
细分领域不同特征，充分发挥其带动性
作用，同时又积极推进跨界融合，尤其是
与农业、商业、体育、教育、科技等领域在
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更高水平上的融合
发展，培育更多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新
模式。

例如数字文化产业三年行动方案，
提出了以创新创意引领数字文化产业
发展为主线，聚焦动漫游戏、电子竞
技、数字音乐等7个方面补齐发展短
板，延展产业链条，同时还提出鼓励文
旅街区、古城古镇、景区、公园、博物
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美术馆等结合
数字新技术打造沉浸式消费产品，拓展

“云旅游”“云展览”“云体验”“云购物”
等消费新空间。

亮亮点二点二
聚焦经营主体

培育链主链属企业打造生态圈

经营主体是推进文化和旅游业建圈
强链的关键一环，如同产业发展的“发动
机”。此次推出的10个行动方案，特别梳
理出“重点企业清单”作为链主链属企
业，打造产业生态圈。

以近年来四川省持续火爆的演艺市
场为例，根据四川省演艺产业三年行动
方案，提出力争到2027年全省演艺产业
规模突破1500亿元，围绕这一目标梳理
出全省18家演艺产业重点企业作为链主
链属企业，将建立“链长+链主”双驱动机
制，打造“川演联合体”，推动剧场、院团、
经纪公司交叉持股，实现规模化、集约化
经营。

在培育链主链属企业中，还与行业
整体空间布局进行关联，互为支撑。例如

文化创意设计产业三年行动方案中，梳理
出来自成都、乐山、德阳等地43家重点企
业作为链主链属企业，以此支撑全省文化
创意产业以成都为“一核”，德阳和自贡为

“两翼”，绵阳、乐山、宜宾、巴中、眉山、资
阳等为“多点”的协同发展格局。

亮点三亮点三
聚焦重点项目

让方案有支撑可落地可实施

在此次推出的10个行动方案中，还
围绕产业链“锻长补短建新”重点环节，
按照“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建设一批”的
项目谋划全周期管理制度，提出了“重点
项目清单”，通过实施重大产业项目带动
战略，推动主要承载地、协同发展地保障
重大项目落地实施。

例如四川省健康旅游产业三年行动
方案中，提出依托我省山水、阳光、冰雪、
森林、湿地、湖泊、草原、中医药、美食等
资源，明确了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米易
太阳谷康养旅游度假区等120余个重点
项目，将打造以成都、绵阳、乐山为主的
医疗健康旅游区，以攀枝花、凉山为主的
攀西阳光健康旅游区，以达州、巴中、广
元为主的川东北生态健康旅游区，以宜
宾、泸州为主的川南美食健康旅游区整
体格局。

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10
个行动方案还分别明确了部门协同联
动、地方协同推进机制，并按照优化存量
政策支持方向和争取增量政策相结合方
式提出具体支持措施，确保推进方案实
施落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田怡

攀枝花城市全景。 王东 摄

【实施消费信贷财政贴息】

◎对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居民在汽车购置、电子产品、住房
装修、家电家具耐用品4类商品方面的线下消费贷款，进行一次性贴息

【加力实施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创业担保贷款个人申请额度由30
万元提高至50万元，小微企业申请额度由400万元提高至600万元,并按国家有关
规定贴息

【实施重点工业项目竣工投产激励】

◎对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新建成投产且新增生产规模2000
万元以上的省级重点工业项目，按核定项目设备(含软件)投资的5%给予激励,单
个项目最高10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