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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投资促进局文件

黔投提复字〔2023〕48 号 签发人：谢 强

省投资促进局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第 1131 号提案的答复

民建界：

您们提出的关于《“后疫情时代”优化营商环境 保主体

强信心稳增长的建议》的提案已收悉。提案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

现就围绕提出的建议我们目前所开展相关工作情况以及下一步

需改进和提升工作答复如下：

一、关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方面

一是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我省近年来围绕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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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开展三减一降”(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降成本)改革，

成效明显。如：企业开办进“1”时代，办理环节由 7 个精简为

1 个，办理时间由 30 天压缩至 1 天；办理建筑许可审批服务事

项由 224 项精简至 107 项，将一般社会投资项目办理环节由 25

个减至 18 个，办理时限由 290 天压缩至 37 天；获得电力低压实

现“三零”（零投资、零上门、零审批）服务，电力接入实现办

理环节由 6 个缩减至 2 个，平均用时缩减到 2.1 天。不动产登记

办理环节由 4 个精简至 3 个，平均办理时间由 15 天压缩至 2.47

天，最快 1 小时办完；纳税建立电子税务局，226 个纳税事项全

程网上办，企业年度纳税平均时间由207小时压缩至83.95小时，

32 项社保缴费“网上办”，提供“贵人服务”努力实现一件事

一次办，让企业办事更加便捷。二是出台一揽子纾困政策。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聚焦民营中小企业发展融资难题，不断创新模式、

转变方式，坚持省市县三级联动，常态化开展“政金企”融资对

接活动，统筹发挥各类基金、资金“组合拳”作用，以培育企业、

壮大产业为目的，撬动更多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形成“抓点、连线、扩面”的放大效应。2022 年“中小企

业信贷通”累计投放中小企业贷款 658.4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 293.35 亿元；累计投放中小企业 7432 笔，较上年同期增加

5239 户；2023 年 1—4 月，中小企业信贷通投放贷款 347.68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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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投放笔数为 4550 笔，投放金额、投放笔数增速分别同比增

长 51.74%、71.25%。有力缓解了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三是

去年以来我省实行事项“负面清单”管理，强化“容缺事项”“告

知承诺事项”落实应用。研究起草《2022 年探索建立容缺承诺

审批制度工作方案》《贵州省推行告知承诺制和容缺受理服务模

式工作方案》，按程序送审。同时，草拟《贵州省政务服务事项

标准化及办理规范化管理办法》，从清单梳理、动态调整、指南

编制、纠错查错、平台建设、效能检测等方面，对省市县三级政

务服务事项进行规范管理，进一步提升各级各部门行政审批服务

流程，建立健全内部规范化管理机制，不断增强改革的实效性、

普惠性。

二、关于推进数字赋能，推进营商环境数智化改革方面

我省把政务服务数据“聚通用”作为大数据战略行动的首

要任务，统筹推进全省审批服务一张网建设，建成了六级全联通

的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按照省级统一顶层设计、统一投入建设、

统一接入应用、统一运维管理原则，建成上联国家、横联部门、

下通市县乡村四级的贵州政务服务网，替代省内自建系统 131

个，融合 87 个，形成了覆盖全省的一张政务服务大网，形成了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政务服务格局。我省“一个系统支撑、一套

人马办事”，线上线下相互促进，信息化建设有效推动了审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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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门规范服务，省市县三级政务服务事项已经实现 100%网上

可办。积极推进云上贵州多彩宝 APP 政务服务专版、贵人服务微

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建设，已实现 3386 个高频事项“指尖

办、移动查”。

三、关于保产业链，促企业转型，培育新型市场主体方面

我省去年以来一是推进规上企业培育。依托资源禀赋，围

绕白酒、新能源电池、新型建材、航空航天装备等优势产业，建

立“临规”企业培育库，筛选一批具有发展潜力、近 3 年退库但

有望再入库或者新建并有望达产升级上规的企业，分类制定培育

计划，加强帮扶指导，助推上规入库。通过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资金、服务业促进工业化城镇化专项资金，对新增上规入库的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

分别按照每户 20 万元、10 万元、10 万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

二是实施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扶持行动，支持规上工业企业进

行技术改造，通过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对符合条件的

单个项目给予不超过 1000 万元的资金支持。稳定壮大在库规上

企业。实施在库企业奖励政策，由各市（州）统筹上级财力性转

移支付，结合自身财力情况，研究制定奖补政策，对连续在库 3

年及以上、营收和利润稳定增长的企业，按照企业对地方经济贡

献增加值，以适当方式给予奖励，省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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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予以奖补。分类建立在库规上企业退库预警机制和联系帮

扶制度，加强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监测分析，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助推企业稳定发展。搭建专业化、特色化合作平台，推动新上规

企业与行业龙头企业加强协作配套，促进其产品、技术融入生产

链和供应链。深化“规转股”，加强改制工作指导和培训，鼓励

成长性好的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三是推动中小企业提质发展。

深入实施“千企改造”工程和“万企融合”大赋能行动，推动中

小企业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支持优质中小企业在全

国股转系统挂牌。引导各级预算单位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政府采

购倾斜力度，进一步提高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金额和比例。支

持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产品参与政府采购，适宜由中小微企业

提供的，应当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进行采购。落实中小微企业设

备器具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部分税

费、新能源汽车税收减免优惠等政策。四是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实施创业培训“马兰花计划”，支持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

城镇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科技人员等自主创业，对符合条件

的给予创业培训补贴。大力发展众创空间，建成一批创新创业孵

化载体、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对符合规定的重点群体人

员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 3 年内按

每户每年 14400 元为限额依法扣减相关税费。企业招用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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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群体人员，自与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

社会保险费当月起，在 3 年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

年 7800 元依法扣减相关税费。新建、升级改造一批乡镇商贸中

心、连锁超市、专业市场，深化家庭农场、农家乐、民宿等示范

创建。以流光溢彩夜贵州、城市便民圈、易地搬迁安置点等为载

体，大力发展小店经济，培育一批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持

引导微商电商、短视频创作者、带货达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创

办微型企业或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引导互联网平台下调技术服务

费和佣金。五是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壮大行动。大力培育科技

型企业。实施“十年百企千人”培育行动，发掘培育爆发式新经

济企业和源头式先发优势企业，培育一批“隐形冠军”企业和“独

角兽"企业。推动建设一批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促进人才、技术、

资本向科技型企业聚集。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

体。省级科研项目以立项方式，每年重点支持 20 家以上研发投

入占比高于 5%的科技型企业。通过省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专项

资金，对新认定和重新认定符合研发投入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给

予奖励。支持企业创新发展，通过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

对新认定的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工业设计中心给予一次性

补助 100 万元，对新认定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技术创新示范企

业、工业设计中心给予一次性补助 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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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引“金融活水”，丰富金融产品服务供给方面

一是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推广应用大数据综合金融服

务平台，加强银企信息互通，截止目前。平台通过接口方式从省

市场监管、省税务局、省国土资源厅等 15 家部门“一站式”，

累计完成企业注册 9.3 户，成功撮合融资 6391 笔，金额 89.6 亿

元。二是加强银企对接名单推送型融资机制建设，进一步提高名

单企业融资规模，截止目前共有 4421 户企业 累计获得货款近

2989 亿元。三是强化政策支持传导，结合贵州实际，人民银行

贵阳中心支行出台《2022 年贵州省信贷政策指引》和《贵州省

金融助企业纾困若干措施》等文件细化失去相关政策落地，截止

目前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349.32 亿元，大力支持我省中小企

业的发展。四是充分发挥融资担保作用。省财政厅组建了贵州省

融资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截止目前全省购入国家担保基金业务

规模为 30.08 亿元，为助市场主体绎困解难贡献力量。

近年来，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推动出台了

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措施，推进全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在

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我省营商环境日渐向好。但同时也看到我

省营商环境水平与省外一流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还有许多不足和

短板。特别是你们提案中提出的 4 个方面与省外发达地区相比我

省还有明显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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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工作安排，对标先进城市经验做法和国家

推广复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举措，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和结果导向，找准短板和不足，建立以企业家获得感为导向的营

商环境制度，以企业的获得感、满意度树立“贵人服务”的“好

口碑”，推动我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提升。

最后，衷心希望民建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我省营商环境工

作，多提出宝贵建议和意见，我们将及时改进和提升，共同打造

一个让企业舒心、省心、安心、放心的发展环境，助力企业成长

壮大，助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快速发展。

2023 年 6 月 29 日

（附 注：公开发布）

（联系人：唐官禹；联系电话：0851-86894976）

抄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29 日印发

共印 3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