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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投资促进局文件

黔投议复字〔2023〕17号 签发人：马 雷

省投资促进局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 128号建议的答复

何枢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激活民间投资壮大实体经济的建议》收悉，

感谢您对我省招商引资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现就建议提出的有关

问题答复如下：

一、关于未雨绸缪储备项目

近年来，省投资促进局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产业

大招商的决策部署，始终坚持把项目库建设作为招商引资工作中

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不断强化产业分析研究，指导各地进行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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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推介项目的谋划编制工作，谋划编制了一批市场前景好、产业

链条长、社会贡献大、带动性强，具有良好的基础和符合产业发

展需求的项目。一是认真做好谋划项目的遴选，按照符合产业政

策导向、产业关联度高、落地前置条件成熟、市场前景好的原则，

大力挖掘具备吸引力的项目。二是提高项目精准性，聚焦当地的

首位产业、主导产业、特色优势，充分考虑项目市场前景好不好、

投资回报率高不高和能否拉长产业链条、扩大产品规模、形成产

业集群等因素，结合项目涉及的各种生产要素配备、享受优惠政

策的叠加等情况，全力提升谋划项目的精准性，用良好的市场前

景突出投资吸引力。三是定期开展项目库清理核查工作，实行日

常核查和集中核查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各级投资促进部门定期对

项目库进行清理核查，对一些内容空泛、信息不准确的项目进行

补充完善，对因产业政策、规划调整而不再具备有效性、可行性

的项目和已招商成功的项目进行清理下架，及时退出项目库，确

保储备项目的有效性。四是 2022 年以来，以扩大有效供给为导

向，以市场有效需求相匹配为出发点，以做足长板、补齐短板为

目标，指导各市州围绕 32 个产业链谋划编制招商推介项目 7587

个，其中十大工业项目 3407 个，农业特色产业项目 1282 个，现

代服务业项目 2496 个，其它产业项目 402 个。五是 2022 年，省

投资促进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深圳中商产业研究院到各县区

开展项目实地调研，并与当地举办座谈会，了解产业基础、发展

规划、支持政策、要素保障、项目可行性等情况，摸清拟编制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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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底数，按市（州）、重点产业牵头部门及园区、产业小镇、

旅游项目存量盘活、易地扶贫搬迁六大板块，实施精包装招商推

介项目 900 个，不断提高重点产业链招商项目储备供给水平。

下一步，省投资促进局将按照“要素有保障、政策有支撑、

产品有市场、投资有回报、政府有税收”的要求，联动行业主管

部门，并借助专业机构的智慧力量、平台优势、渠道资源，调动

更多更大范围的力量，围绕优势资源、优惠政策、产业发展规划、

现有重点企业、重点目标企业、企业合作意愿、产业承接趋势谋

划项目，推动谋划编制项目的质量和效力不断提升，为外出招商

引资提供有力的项目支撑，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来黔考察投资。

二、关于换位思考快速反应

2022 年以来，全省围绕贯彻落实新国发 2 号文件、《贵州

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制定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任务清单，强化

营商环境宣传做优“贵人服务”品牌，把企业家的感受作为营商

环境优化提升的衡量标准，大力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提升。一

是开展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切实减轻企业负

担，2022 年无分歧账款累计清偿 13.78 亿元，清偿率为 52.05%;

无分歧账款累计化解 29.39 亿元，化解率为 100%。二是大力开

展服务民营企业省长直通车，着力畅通政企沟通渠道。截至 2023

年“省长直通车”累计接到全省各地民营企业相关人员有效来电

来信 228 件，其中，情况反映类 215 件、政策咨询类 3 件，我们

组织各市（州）政府重点事项进行会商调度，确保“件件有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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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有回音”。三是减轻企业负担优化发展环境，用好涉企违规

收费专项整治行动成果，协调相关部门，对乱收费、乱罚款、乱

摊派等违法违规收费行为“零容忍”，切实减轻企业的不合理负

担。四是按照“推动落地服务见实效”的工作思路，推行重大招

商引资项目建立“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实施主

体、一个推进方案”五个一的推进机制，加大对落地项目的服务

力度。五是全省已基本建立了重大招商项目问题协调机制，分级、

分类协调解决项目“卡脖子”问题。其中，省级层面常态化收集

各市（州）招商项目落地过程中需要省级层面协调解决的要素保

障、手续办理等问题，并对问题进行核实、梳理、分类，形成需

要省级层面协调解决问题项目清单，分类推送省有关部门协调解

决，必要时拟提请省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研究解决。今年以来，已

收集梳理需要省级层面协调解决的项目建设指标、手续办理、融

资等问题 11 个，目前有 4 个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7 个问题相

关部门正在按积极推进中。六是持续开展领导入企走访活动，经

常性深入企业问需求、送政策、解难题，帮助企业提振信心、渡

过难关、发展壮大。

下一步，省投资促进局一方面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和结果导向，立足国务院赋予贵州营商环境建设西部大开发综

合改革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对标国内先进和国际一流水平，推动

对标改革试点，提升数字赋能水平，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

加强督查整改力度，推动营商环境持续向好，实现企业在贵州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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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越来越便利，对在贵州投资的信心越来越足，对贵州的满意度、

获得感不断增强，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另一方面，将进一步完善招商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机

制，强化重大招商项目跟踪服务，纵向联动市县，摸清问题情况，

督导市县按照“五个一”的工作机制，主动靠前服务；横向协调

部门，及时推动解决，对收集梳理的需要省级层面协调解决的项

目问题，结合省直部门工作职责，采取书面函送、限时反馈情况

的方式，协调相关行业部门予以解决。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及

时提请省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研究解决，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开

工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见效，最大程度释放招商项目效益。

三、关于发挥各自优势特长

一方面，针对民营企业决策高效，管理扁平，筹集资金速度

快，整合市场资源能力强的特点，当民营企业表达出投资合作意

向时，各地党委政府积极响应，主要领导带头招商，尽可能地整

合当地资源要素，匹配企业投资需求，推动项目考察投资、签约

落地。今年以来，各地共引进 2264 个项目，合同投资总额 3510.5

亿元；9 个市（州）党政主要领导赴省外招商 53 次、同比增长

82.8%，88 个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赴省外招商 833 次、同

比增长 18.3%。

另一方面，做好招商项目事前评估和准入预审。招商合同签

署前，各地政府都会按照《贵州省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引进事前评

估及责任追究办法》《关于提高招商引资工作质量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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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组织相关部门，对拟引进的招商引资项目开展事前综合评

估，特别要在是否危害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是否对公共利益产

生不利影响、是否满足生态环境准入、是否满足能耗指标、是否

符合排放要求、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是否符合市场准入和行

业准入、是否具备保障要素等方面开展深入评估论证和准入预

审。通过评审的项目在签约后即可快速办理相关手续，加快项目

落地建设进度。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党政主要领导带头招商机制，用足

政策，整合要素资源匹配企业投资需求，协调配合企业发挥效能，

加大力度推动项目落地、建设、投产。同时，坚持做好招商项目

事前评估，督促各县区做好招商项目合同签署前的评估论证和准

入预审，出具评审结论，并配合企业调整投资方向和项目规划，

帮助企业避免因为项目前置条件不成熟，匆忙签约后而无法落

地，导致遭遇损失的情况。

2023年 6月 14日

（附注：公开发布）

（联系人：柴超；联系电话：13618598777）



抄送：省人大选举任免联络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六盘水市人大常委会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办公室 2023年 6月 14日印发

共印 4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