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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贵州省投资促进局文件 
 

 

黔投提复字„2020‟14号                 签发人：马  雷 

 

省投资促进局关于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第 1245 号提案的答复 

  

冉霞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优化我省营商环境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

我省营商环境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现就提案提出的有关问题答复

如下： 

一、关于“依法保护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地位，营造公平正义

的法治环境”问题 

近年来，全省各级坚持把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作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点工作，积极出台优化营商环境相



- 2 - 

 

关意见，采取一系列司法举措，为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一）整体部署全面推进。2018 年以来，先后出台了《关

于服务保障产业大招商、优化营商环境战略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依法服务和保障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从创新商事纠纷多

元化解模式、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依法审理涉金

融类案件等 20 个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法律保障向全省法院

发出再动员再部署，筑牢司法审判服务于优化贵州营商环境的重

要价值理念。考虑今年各行各业经营均不同程度受到疫情影响，

为充分发挥商事审判的职能作用，依法妥善处理各类商事纠纷，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生产经营的负面影响，今年 2 月份出台了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审理涉新冠肺炎相关商事纠纷

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从 13 个方面对疫情期间的商事审判工

作作出部署，提高了疫情防控的法治化水平。同时，加强民营企

业履行涉新冠肺炎疫情合同中的法律风险问题研判，向全省民营

企业发出了《涉疫情商事合同履行中法律风险提示书》，从 11

个方面对疫情期间的合同风险防范向民营企业做出提示，切实提

高了我省民营企业在疫情期间风险防控的意识。 

（二）立足职能提供服务。2019 年，全省法院把新发展理

念和为营商环境提供有力司法服务贯彻落实到审判工作中，审结

一审民商事案件 34.93 万件，结案标的额 852.95 亿元，同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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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上升 21.59%和 11.79%。审结涉民营企业案件 12.47 万件，结

案标的额 615.05 亿元。同时，出台金融消费纠纷诉调对接工作

机制指导意见，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充分发挥破产审判功能，

及时对“僵尸企业”进行破产清算，办结企业破产、兼并重组、

股权转让案件 1253 件，结案标的额 19.44 亿元，积极通过裁判

的指引和规范作用，着力保护民营经济健康成长，为企业家创新

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三）加强执行提升质效。全省法院一直以来重视民营经济

主体申请执行案件的妥善处理，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

法，及时帮助民营企业依法回收债权。对于民营经济主体为被执

行人的案件，既严肃执法，更文明执法，根据被执行人的不同情

况采取债主提供执行担保、债权变股权、“放水养鱼”等执行策

略和方式，尽可能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民营经济

主体作为被申请执行人需要采取强制措施的，从严掌握，做到程

序合法，手续完备，慎用拘留、限制人身自由等强制措施。在查

封民营经济主体相关生产和经营设施时，尽量采取活封措施，允

许被执行人使用，不要因此影响民营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 

（四）发布案例树立典型。坚持对外发布优化营商环境相关

“典型案例”，坚持以案释法，树立典型。2019 年 5 月，省法

院发布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十大典型案例，今年 4 月 9 日，又

面向社会公开发布了执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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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选出的案例，涉及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

业产权和合法权益；扼制侵害知识产权行为，营造公平公正竞争

环境；完善执行工作，慎用查封、扣押强制措施，保护企业生产

秩序；依法积极救助市场主体，重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等与优化

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有关等各类案件，展现了近年来贵州法

院在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切实优化营商环境上获得的

新成效。对于引导良好社会风尚，带动审判工作全面提质增效，

推动全省经济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五）多元化解凝聚合力。积极推进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省法院积极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精神，

与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业协会积极沟通，努力构建证券期货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妥善调处中小股东股权纠纷。省工商联、省

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出台《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协作工

作办法》，构建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协作机制，畅通民营企业

利益诉求反映通道，形成多部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整体合力。 

（六）加强保护维护权益。开展知识产权执法“铁拳”行动，

印发《2019 年知识产权执法“铁拳”行动实施方案》，严厉打

击侵犯企业商标、专利、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违法行为。全省开

展知识产权执法行动 1287次，出动执法人员 6645人次，办理知

识产权案件1342件，移送司法机关案件12件。涉案金额共428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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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罚没款总额 397万元，没收物品货值总额 264 万元。通过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较好地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七）严格执法优化环境。启动了《贵州省反不正当竞争条

例》修订工作，主要从法律衔接、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不正

当竞争行为的查处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对《条例》进行修订完善；

开展了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截至目前全省共立案

420 起，结案 328起，移送司法机关案件 56件，曝光典型案例 8

起，其中 4 起案例被市场监管总局作为百例典型案件采用，有 3

起案例入围市场监管总局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能力提升优秀案件；

强化了反不正当竞争监管执法，2019 年以来，全省查处借“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搞不当营商活动、互联网领域、医

药领域等行业领域不正当竞争案件 55 件，已结案 52 件，案值

181.47 万元，罚款 109.94万元。 

（八）落实制度加大审查。推进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大

力清理妨碍限制竞争行为，及时调整省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

将各级制度落实推动纳入省委改革办调度督查和法治政府考核

事项，将存量清理纳入省政府对市州政府目标责任事项；制定印

发《贵州省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工作方案》，

分阶段逐步推进清理工作；组织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相关人

员进行专项培训，提高各级各部门审查质量、规范审查程序，防

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联席会议办公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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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过建立微信群、QQ 群等方式，不间断加强指导，督促各

地及时调整和完善审查工作机制，帮助解决审查中的疑难问题。 

下步工作中，一是严格执行《关于进一步依法服务和保障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加强对涉民

营企业案件的法律监督力度，认真做好涉及民营经济案件的立

案、审判和执行工作，妥善审理涉民营企业的各类案件，依法为

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平等全面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二是对因招商引

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活动引发的纠纷，认真审查，落实诚

信信用原则，依法维护合同效力，切实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促进法治政府和政务诚信建设。三是继续开展知识产权执法“铁

拳”行动，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执法提醒，提高执法的时效性、

专业性和协调性，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加强违法线索摸排，推进

跨区域、全链条执法，强化案件督查督办，依法严厉查处违法行

为，促进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四是继续组织全省各级各部门开展

现行政策措施清理工作，充分发挥省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统筹

协调作用，积极倡导竞争文化，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大

垄断案件查处力度，及时查处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违法行为。

五是深入开展重点领域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持续巩固“保健”市

场乱象、医疗乱象等专项整治成果，聚焦保健品市场、酒类市场、

脱贫攻坚、医疗领域、涉旅服务、互联网等民生重点领域和重点

行业开展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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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深化‘放管服'创新行政方式，进一步‘放'出活

力，切实‘管'出公平，提高政府服务效能”问题 

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系列决策部署，认真落实 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紧紧围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持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着力打造服务和效率高于周边，成本和负担低于周

边的营商环境高地，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企业

和群众获得感明显提升。 

（一）注重强化组织领导。省政府成立以常务副省长任组长，

其他 7 位副省长任副组长的贵州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

服”改革协调小组（以下简称“协调小组”）。协调小组作为常

设议事机构直接受省政府领导，统一部署和组织全省推进政府职

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工作。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

协调小组日常事务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下设精简行政审批组、

优化营商环境组、激励创业创新组、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组、改善

社会服务组、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组 6 个专题组和综合组、法治组、

督查组、大数据发展保障组、专家组 5个保障组并建立了《省放

管服协调小组及办公室、专题组和保障组工作规则》《省放管服

改革协调小组信息报送工作制度》《放管服改革文件会商制度》，

明确了协调小组职能职责和运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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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切实规范权力运行。编制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 1590

张，实现权力事项件件有流程，事事有责任，权力运行更加规范。

编制“放管服”改革“六张清单”，涉及权力事项 860项，推动

“不见面审批”“承诺办结制”等改革落地见效。出台《贵州省

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取消行政审批事项

19 项，下放 19项，转变管理方式 6 项，行政审批事项减少至 266

项，较 2013 年减少 72.2%，省直机关行政审批数量为全国最少

省份之一。编制省直部门行政许可事项“颗粒化”清单，将 266

项行政许可细分成“颗粒化”事项 775项，行政审批逐步规范。 

（三）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贵州政务服务网已

成为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覆盖省市县三级

4215 个部门、1532 余个乡镇、17308 余个村居，实现省市县乡

村五级全覆盖。按照贵州省“一云一网一平台”要求，持续推进

省级部门自建审批系统与贵州政务服务网的融合工作，全省 71.9

万个政务服务事项在贵州政务服务网集中办理，总办件量达 5416

万件，2019年以来共享调用数据 1900万次，省级政务服务事项

网上可办率达 100%。已接入全省 9个市州和 22 个省直部门共 65

个系统 290个事项，容纳超过 2755 万用户，有 11万审批人员在

“一张网”上运行和办理，数据共享交换量超过全省数据共享交

换总量的 70%，政府服务效能不断提升。 

下步工作中，将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大力减权放权、推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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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通办”、改善营商环境、优化政务服务、完善监管体系等手段，

进一步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内生

动力，释放内需潜力，全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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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此回复公开发布）     
 

（联系人：兰国胜；联系电话：86891776） 

  抄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省法院、省市场监管局。   

贵州省投资促进局                         2020年 6月 24日印发 

 共印 5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