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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B 

西 安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签发人：景六刚 

                               市工信函„2021‟28 号 

 

 

对市第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 

第 0084 号建议的复函 
 

王少凡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为民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营商环境的建议收

悉，现答复如下： 

一、我市民营经济工作开展情况 

促进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是我局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责，

关于您提出的三方面建议，我们将及时向市财政局、市金融工作

局和市司法局反馈，并建议将国家和省市相关的政策与我市实际

相结合，不断规范全市民营企业公平、公正营商环境相关工作。

在营造公平、公正营商环境工作中，我局积极发挥全市民营经济

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作用，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

业促进法》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中小企

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全力推进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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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截至 2020 年底，全市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达到 238.3 万余户，

其中私营企业 57.6 万余户，私营企业占全市各类企业的比重达

到 91.06%。2020 年，全市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7.7%，增速较上

年提高 11.2 个百分点，拉动全市投资增长 3.4 个百分点。非公

有制经济增加值完成 5317.42 亿元，占 GDP 比重 53.1%，高于

全省 1.9 个百分点。 

（一）强化贯彻落实，推动政策落实落地。一是围绕《若干

意见》提出的九个方面 33 条意见，聚焦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减负、

融资、营商环境等 7 大焦点问题，出台了西安市《关于推动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市发„2019‟4 号），市级各部门

在职责范围内，紧密结合实际，制定了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着

力提升民营企业获得感。二是组织相关部门和区县对已出台的促

进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全面自查和整改

提升，在国务院和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对我市中小

企业发展工作的两次全面督查工作中获得总体好评，有力地推动

了相关政策的落地见效。 

（二）开展民企培育工程，引导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按照“小

升规、规改股、股上市”的发展思路，积极实施民营中小企业培

育工程，扎实开展“专精特新”“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示范企业”

等培育服务工作。截至目前，36 户企业荣获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称号，195 家企业获得陕西省“专精特新企业”称号，109

家企业被认定为省级“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示范企业”。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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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认定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9 家，市级 17 家，新增

规上工业企业 200 户。 

（三）加强人才培养，提升企业家综合素质。一是起草了《先

进制造业企业家培训计划（2020—2022 年）》，先后组织全市 218

名企业家，分别在我市及苏州、深圳举办四批次先进制造业企业

家培训班。二是依托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围绕西安市民营中小企

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人才建设

工作，2020 年累计培训约 1 万人次，参与企业 7500 多户。三是

依托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举办财务、金融、法律等方面线上培训

服务 60 余场，在线收看 71471 人次。 

（四）引导融资担保降费，缓解企业融资贵。完善政府性融

资担保体系建设，合理划分“政银担企”风险分担比例，开展政

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专项检查，鼓励和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适

时调降担保费率。2020 年，新增贷款担保企业 7615 户、新增贷

款担保业务 8562 笔、新增贷款担保 251 亿元，较上年度分别增

加 88.6%、63%、2%，贷款担保工作成绩显著；其中全市政府

性融资担保机构累计为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和因疫受困企业提供

贷款担保超过 50 亿元，平均担保费率不到 1%。 

（五）畅通民企反映渠道，解决企业诉求。一是及时搭建市

级“中小企业民营经济诉求响应平台”，督促区县、开发区和西

咸新区搭建区级平台，目前市级平台及所有区县、开发区和西咸

新区平台已经搭建完成。自试运营以来，全市共接到诉求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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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均已妥善处理并回复企业。二是牵头组织召开全市高质量发

展大会暨企业家座谈会，对 48 户企业反馈的 114 个问题，目前

我局亲商助企办正在全力协调推进相关部门解决问题。 

（六）搭建民营企业与科研院所联系合作桥梁。积极开展陕

西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创建工作，以资本为纽带，整合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重要客户、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服务机构和金融

机构等创新主体，发挥各自优势组建依托公司，搭建平台，构建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开展技术难题、科技成果、新产品新技术收

集发布工作，进一步提升了企业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密切度。 

二、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抓规划谋长远，持续融入经济发展新格局。认真学习

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围绕领会新思想、认识新论断、把握

新目标、构建新格局、践行新要求，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

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以国家、省级、市级规划为指导，

全力组织实施《西安市“十四五”民营经济发展规划》，固根基、

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引导民营企业主动融入以国内市场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提升企业获得感。加强政策执行

的统筹协调，推动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对已发布的

政策加大宣传力度和线上线下答疑和指导力度，进一步明确兑现

程序和方式，让广大中小企业对政策理解到位、申报准确、兑现

快捷。重视民营中小企业领域问题研究，适时调整政策惠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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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切实提高民营中小企业政策获得感。  

（三）抓创新强驱动，不断满足产业转型新要求。支持企业

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进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培

育建设，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2021 年，

力争新增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 6 户、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2 户、

制造业创新中心 1 户；实施省级重点新产品项目 200 项以上；争

取 10-20 户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参与国家自主可控产业发展生态

工程建设。 

（四）抓产业聚集群，全力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以打造

“6+5+6+1”现代产业体系为抓手，围绕先进制造业强市“五强”

目标，加快推进八大产业集群发展，推广“一企一链一专班”集

群推进模式，实施龙头企业配套集群示范工程，着力构建“龙头

企业+产业链配套”集群生态，推动民营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五）抓实体重培育，全面优化企业成长新环境。实施大企

业、大集团扶持计划，对龙头骨干企业采取“一企一策”，支持

企业做大做强。同时，组织行业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配套对接会，

促进配套型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建立全市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培育库，重点跟进帮扶，协调解决影响企业发展的土地、水、电

等生产要素问题；按照“储存一批、培育一批、提升一批”的原

则，建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小巨人”企业培育库，对“入

库”企业进行梯度培育和引导扶持，培养更多的“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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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们对您提出的“关于为民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营

商环境的建议”提案的回复，恳请多提宝贵意见。 

                     

  

西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