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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 
第 124 号提案的复函 

 

市工商联： 

贵单位提出的“关于加强民营企业标准化能力建设，推进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收悉，感谢贵单位对我市民营经济发

展的关心和建议，现结合我局工作，答复如下： 

一、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一）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不断优化。围绕六大支柱

产业和重点产业链提升，支持行业龙头骨干企业联合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各类创新主体组建制造业创新中心，

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更加紧密。开展企业技术中心、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评定等工作，逐步形成国家、省、市

三级，延伸覆盖重点产业链大中小、上下游企业的多层次创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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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创新平台质量数量不断优化。 

（二）民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依托制造业企业研

发投入奖补、隐形冠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实

施和税收加计扣除等财政、税收多种激励政策，推动企业将资源

向创新聚集，鼓励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企业加快实施技术创

新项目，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第一动力的意识

不断增强。 

（三）发挥标准对创新工作的支撑作用。会同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实施“标准化+”行动计划，开展先进制造业标准化试点工

作，指导试点单位做好标准化试点项目，指导工业企业积极参加

西安市标准创新奖和地方标准评选，充分发挥标准对先进制造业

创新驱动的支撑作用。 

（四）助力企业争创“专精特新”。以提升民营企业专业化

能力和水平为目标，从政策、资金、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努力

培育一批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企业”。

全年，共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95 户，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38 户，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30 户。累

计为“专精特新”争取奖补资金 1.1 亿元。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以产业链为重点持续优化创新平台体系。围绕产业链

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利用好秦创原创新驱动总

平台，结合产业链体系、六大支柱产业和五大新兴产业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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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行业领军企业在制造业创新中心等联合创新平台建设中取

得新突破。持续抓好企业技术中心、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在民营的

培育、认定工作。推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各类创

新要素向民营企业集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

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全面提升工业行业技术创新水

平。 

（二）进一步加强指导质量管理工作。落实好国家和省、市

关于做好民营企业工业质量品牌建设工作的要求，以质量标杆、

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工业精品、重点新产品等一系列工作为

抓手，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开展，切实加强指导行业质量品牌管理

工作。配合市场监管局做好标准创新奖、地方标准制定等有关工

业行业标准的推荐工作，实现标准、质量、品牌与创新工作同步

发展。 

（三）持续推动提高民营企业质量管理能力。在全市营造“树

标杆、学标杆、超标杆”的质量改进氛围，持续提高民营企业质

量管理能力，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加快推进制造高质量发展。

开展省级质量标杆、品牌培育示范企业评选活动，组织遴选市级

质量标杆、品牌培育示范培育企业。 

（四）加大民营企业创新惠企政策宣传力度。建立经常性的

业务培训和政策宣讲制度，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各种机会，开展

业务和政策宣贯活动，形成市级、区县开发区、企业业务政策宣

传联动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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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面优化民营企业成长新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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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业龙头企业对民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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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民营企业标准化能力建设，延

伸服务领域和内涵，更好服务民营企业发展，为企业家服好务，

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西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2 年 7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