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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重庆在引导民营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抓好生态环

境保护等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

和成效？

答：重庆坚持促进“两个健

康”，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引导支

持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在实现自

身发展的同时富而思源、富而思进，更

好融入时代发展、真诚回报社会。

一是支持民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发挥民营企业就业主渠道作用，搭建就

业信息对接平台，完善全周期就业服务体

系，强化劳动人事争议联动调解处置，推

动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扩面提质。

二是支持民企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以“万企兴万村”行动为抓手，以发展食品

及农产品加工产业为重点，推动企业联乡、

资本下乡、人才返乡、消费进乡，不断壮大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完善联农带农机制。

目前，重庆有 1.1 万余家民企参与“万企兴

万村”行动，累计结对帮扶 5919 个村，完成

产业投资 630亿元。

三是支持民企投身美丽重庆建设。一

方面鼓励民企运用绿色低碳技术、工艺和

管理方法，大力开展节能低碳改造，从源头

上减污降碳；另一方面支持民企参与生态

修复保护、环境污染防治等项目建设，助力

超大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目前，重庆已累

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 170家、绿色园区 16
个、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18家。

四是支持民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大

力实施“善满山城”行动，支持民营企业和民

营企业家参与社区慈善、惠民慈善等建设，在

为民解忧纾困、促进社会发展中贡献力量。

民营企业是新重庆建设的生力军，民

营企业家是重庆的宝贵财富。重庆将引导

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胸怀报国志、

一心谋发展、守法善经营、先富促共富，加

快建设民营经济发展高地，不断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重庆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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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7
日，习近平总
书记出席民
营企业座谈
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强调，
新时代新征
程民营经济
发展前景广
阔 、大 有 可
为，广大民营
企业和民营
企业家大显
身手正当其
时。重庆如
何深入贯彻
落实民营企
业座谈会精
神，努力推动
民营经济高
质 量 发 展 ？
新华社记者
近日采访了
重庆市委副
书记、市长胡
衡华。

问：重庆在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

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

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

放等方面，有何具体举措？

答：今年 2 月 21 日，重庆召开深入推动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贯彻落实中央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政策举措，结合重庆实际，制定形

成“1＋N”的政策工具包。“1”，就是出台《重庆

市打造民营经济发展高地若干措施》；“N”，就

是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要素保障、权

益保护、助企纾困、亲清政商关系等问题，出台

了若干政策专项，全力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高质量发展。

重庆是全国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

之一，全市持续紧扣制约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堵点卡点，在政策措施上用力、在服务企业

上用心，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

商环境，努力让民营企业增强信心、轻装上阵、

大胆发展。

一是在制度保障上，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

市场分割。落实全国统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市场一体化建

设，出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办法，修订招

投标条例，持续规范涉企执法，集中清理废止

或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政策文件 309
件，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这

个过程中，我们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与四川协同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探索，创

新推行市场准入“异地同标”，实现了两地企业

营业执照跨省域“互办互发”“一日办结”。

二是在准入门槛上，持续拓展民营企业投

资发展空间。实施规范推进政府和社会合作

新机制，建立适合民营企业深度参与的项目储

备库，定期面向民营企业发布“项目清单”“投

资清单”，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两重”“两新”项

目和城市建设，推动民营企业在服务高质量发

展中实现整体跃升。

三是在金融支撑上，加快构建多元化服务

体系。建立市、区县两级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协

调工作机制，开展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行动，

建成“信易贷·渝惠融”“长江渝融通”等金融服

务平台，累计助力 30万家中小企业获得信贷。

四是在政务服务上，千方百计帮助企业降

本增效。完善“服务企业专员制度＋企业吹

哨·部门报到”机制，实施企业全生命周期“一

件事一次办”改革，推动惠企纾困政策精准帮

扶和“直达快享”。我们还强化民营企业信

用赋能，把企业信用分成ABCD四个等级，

实施“信用越好、检查越少”的分类分级监

管模式，有效保障了监管执法效能最大

化、干扰最小化。

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有力提升了

重庆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去年，重庆

新设立民营经营主体 50.8万户、总量

达到 367.3 万户，贡献了全市超过

40％的固定资产投资、接近 50％的

税收、60％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

80％以上的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量、90％以上的新增就业，在稳定

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

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破解制约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

问：对于做大做强民营经济，

重庆有哪些长远谋划和部署？

答：民营经济是推进现代化

新重庆建设的生力军，是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重

庆多重战略机遇叠加，比较优势、

后发优势明显，民营经济发展前

景广阔、大有可为。重庆将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

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重庆

重要讲话精神，强化政策引领、提

升服务质效，加快建设民营经济

发展高地。

一是支持民营经济在产业升

级中大展拳脚。推动民营企业深

度嵌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

代电子信息制造、先进材料等重点

产业集群产业链供应链，鼓励有条

件的民营企业发展人工智能、低空

经济、具身智能、空天信息等未来

产业，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打造工业

设计、检验检测、软件信息等生产

性服务业集群，持续增强民营企业

内生动力、发展活力。

二是支持民营经济在科技创

新中发挥优势。围绕打造数智科

技、生命健康、新材料、绿色低碳四

大科创高地，组建产业联盟和产学

研对接平台，引导优势民营企业组

建产业创新联合体，支持民营企业

牵头实施重大重点研发专项，加快

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商业化。

三是支持民营经济在扩大投

资中担当作为。重庆在城市建设、

乡村振兴、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

领域储备了很多好项目，民营企业

参与的机会多、空间广。重庆将持

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

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创新基础设

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新机

制等投融资方式，让民营企业在渝

投资有产量、有增量，聚合形成民

间投资的更大流量。

四是支持民营经济在提能增

效中乘势而上。企业强则经济强，

渝商强则重庆强。重庆将以实施

新时代渝商“十百千万”培养工程

为引领，构建优秀企业家梯度培育

体系系，，壮大新一代渝商队伍壮大新一代渝商队伍，，推动推动

形成龙头企业带动形成龙头企业带动、、大中小企业融大中小企业融

通的民营经济发展新格局通的民营经济发展新格局。

引导支持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富而思源、富而思进

加快建设民营经济发展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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