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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B

西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签发人：郭亚龙

市工信函〔2024〕24 号

对市第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

第 0358号建议的复函

张树元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建议》（第 0358 号）收

悉，现答复如下：

一、我市民营企业发展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全市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达到 310.38 万

户，其中私营企业数量 86.56 万余户，民营规上工业企业 1370

家，占规上工业企业数量的 77%；2023 年，全市完成非公有制

经济增加值 6181.41 亿元，占 GDP 比重 51.5%；累计培育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42 户,占全省数量的 70%;省级民营

经济转型升级示范企业 107 户,占全省数量的 30%。

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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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领导，完善工作协调机制。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

市委统战部长、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的“市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涉及 36 个部门（单位）。各区县、

西咸新区、各开发区也相应建立和强化民营经济发展工作机制。

（二）政策保障，全力推动民企发展。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省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系列政策措施，制定出台了《西安市大

力服务民营经济若干措施》，深入开展影响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整治四提升”专项行动，全力推动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畅通渠道，提升助企服务质效。一是充分发挥“陕企

通”平台政企沟通作用。截止 2023 年底，全市 12.4 万户企业在

平台注册，共处理涉企诉求 496 条，诉求响应率 94.9%、办结率

87.5%、满意率 94.7%。二是常态开展全市“六个一”专项调研

服务活动。先后走访企业 6500 余次，近 30 个园区，开展“送政

策、送服务、送保障”活动，协调解决企业生产要素保障、市场

开拓、流动资金等问题。三是组织相关人员赴广州、合肥、武汉

等城市学习调研民营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和做法，提升助企服务

的水平和能力。

（四）优化环境，促进政商关系和谐紧密。一是深入推进“放

管服”改革，以涉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主要抓手，优化企业全

周期政务服务，将全市政务服务事项整合为 1608 个目录项、2840

个实施项，实现事项名称、办理流程、申请材料等 26 个要素全

市统一。二是推行行政政策竞争审查，修订《西安市重大行政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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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程序规定》，把公平竞争审查环节嵌入政府部门文件制定流程，

司法部门把公平竞争审查作为规范性文件审查备案的刚性条件。

三是全面清理各类变相审批和许可，印发了《关于开展多头审批、

重复审批、变相审批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

（五）加强引导，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一是贯彻落实《促进

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十条措施》，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全市重大项

目建设，印发《关于开展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的函》，全面梳理

吸引民间资本项目清单，搭建统一的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平台，

做好项目推介工作，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二是全面清理对

民间投资的不合理限制，不断强化审批数据共享，确保“清单之

外无审批、流程之外无环节、指南之外无材料”。三是有序做好

新开工民间投资项目贷款贴息工作，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开

工民间投资项目贷款贴息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加大项目建设力

度，及时报送贴息申请。

（六）拓展渠道，破解融资增信难。一是印发《2023 年西

安市推动现代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扶持资金申报指南》，持续引导

驻市金融机构加大对我重点民生领域、重大项目的信贷投放。截

止 2023 年 11 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2386.06 亿

元，同比增长 24.16％，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14.3 个百分点。二是

持续推动“龙门行动”计划走深走实，建强“交易所直通车机制”，

联合深交所在我市开展“春风行动·深交所陕西资本市场服务周”

活动。落实落细“一门通办”机制，今年先后为 44 家拟上市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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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解决痛点难点问题 79 项。截至 2023 年底，全市新增境内外上

市企业 5 家，在交易所待审企业 6 家，在陕西证监局辅导 16 家。

三是开展常态化融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印发《关于建立政金企

融资对接机制的通知》，推动市级行业部门开展“两项服务”（融

资对接服务、金融顾问服务）、建立“三本台账”（金融政策和产

品服务台账、重点企业（项目）台账、企业融资需求台账），合

力破解企业（项目）融资过程中政府、金融机构、企业（项目）

三方信息不对称问题。

（七）链主带动，加速产业链条聚集壮大。深入实施“链长

服务制”，开展市级“链主”企业认定，激发“链主”企业引领

产业链提升发展积极性。

（八）狠抓清欠，着力解决企业发展难题。我市通过压实责

任、统筹资源、定点督帮、调度约谈等措施，形成合力推进清理

拖欠企业账款工作。截止 2023 年 12 月，全市拖欠企业无分歧账

款 81.29 亿元（涉及企业 1085 家）全部清偿，清偿率 100%，有

力保障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为企业注入活水。

（九）强化培训，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素质。先后组织了“西

安先进制造领军人才培养工程—先进制造业企业家培训班”“西

安市专精特新企业能力提升培训班”等 8 期培训，参训企业近

400 家。联合西北大学举办两期“西安市新生代民营企业家领军

人才研修班”，102 名新生代企业家参加。通过培训，开拓民营

企业家视野，提升民营企业家协商沟通、政策解读等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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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民营企业家创新驱动力和社会责任意识。

三、下一步措施

我们将围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主题，继续抓好省、

市大力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措施的落实，深入开展影响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整治四提升”专项行动，全力抓好六个“进

一步”：

一是进一步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健全以政企恳谈会、企业家

圆桌会、政企早餐会等为主的会议沟通方式，以领导干部联系服

务民营企业、包抓重点项目等为主的入企沟通方式，以人大代表

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党外人士资政建言直通车等为主的社情民

意反映沟通方式，让政商沟通的方式更加常态化、多元化，不断

拓宽民营企业反映问题、提出建议的渠道和方式。

二是进一步提升“陕企通”平台服务质效。不断完善部门协

同、市区(县)两级联动的工作机制，加强平台政策发布和诉求办

理质效。强化受理、转办、跟踪、反馈、评价全过程闭环管理，

有温度的办理每个企业提出的诉求和建议。

三是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排查清理市场准入壁垒，持续规

范市场准入秩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效保障各种所有制经

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四是进一步清偿拖欠企业账款。督促市级相关部门和区（县）

“砸锅卖铁”加大资金筹措力度，细化完善还款计划。将清欠工

作与化债工作一体推进。加快土地出让、盘活资产、以资抵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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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转股等方式多渠道清偿，确保 2024 年 10 月底前所有欠款清偿

完毕。

五是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竞争力。大力引导民营企业走专精

特新发展道路，继续打造创新型中小企业--省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到

2025 年，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达到 3000 家、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达到 10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00

家。

六是进一步加强企业教育培训。持续开展“西安先进制造领

军人才培养工程”，为民营企业家提供外出交流机会，进一步提

升民营企业家综合素质，引导民营企业家发挥主观能动性。

以上是我局根据我局职能对您提出的《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的建议》的回复，感谢您对我市民营和中小企业的关心和支持，

敬请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如既往的对我市民营和中小企业发展多

提宝贵意见。

西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4 年 4 月 24 日

（联系人：孙纪民 电话：86788975）



— 7 —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