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民营经济39条”的出台，湖州民企发展持续获得新动能——

10月9日，我市重磅推出《湖州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十个方面39条举

措，既有多个经济领域的政策支持，也有构建良好营商环境的妙手新招，一系列务实举措将促

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直以来民营经济都是湖州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市也牢固树立“三个第一”

“三有推定”理念，着力营造“以企为贵”的尊重尊崇氛围，始终坚持把企业家的呼声作为

工作的第一信号、把企业家的关切作为工作的第一视角、把企业家的认可作为工作的第一

标准。随着新政的出台，这份诚意和温情将让民营企业吃下又一颗定心丸。

带着“干货”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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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民营经济在湖州的地位？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

从规模来看，民营经济总量占到了
我市地区生产总值的70%以上；从发展
贡献看，民营经济创造了我市70%以上
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80%以上的
税收和出口，90%以上的就业岗位。

与此同时，面对今年以来宏观经济
下行，需求不振和出口回落等挑战，我市
民营企业面临着信心不足、转型不快、要

素制约等诸多困难，这些问题制约着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

时有所需，必有所为。在贯彻落实
国家、省民营经济政策的基础上，聚焦
解决当前我市民营企业发展遇到的投资
难、贷款难、用工难等突出问题，此次
的新政体现出尽承接、集大成、湖州
味三个特点。

“在制定我市政策过程中，我们考虑
充分承接落实省32条政策措施，做到应

接尽接。”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同时通过全面梳理集成我市
现有政策，如 《湖州市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若干政策的通知》《湖州市推动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2023—2025
年）》《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鼓
励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新
政又将其中重要的补贴奖励政策、指导
性意见等充分吸纳。

比如创新提出“持续办好亲清直通
车·政企恳谈会”“打响12345湖商通品
牌”“常态化开展创业第一见面人系列服
务”“规范培育中介市场”“打造金象金
牛民营龙头企业”“支持企业绿色低碳转
型”等15条举措，其中全新谋划提出原
创性实招硬招5条。特别是持续深入开
展每周三“亲清直通车·政企恳谈会”，
通过常态化开展政企面对面恳谈，倾听
企业呼声、破解企业难题。

市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李红伟认
为，“民营经济39条”对政府政务服务
划定了为与不为的界限，进一步理清政
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边界，有利于
形成公开、透明、公平的市场规则，确
保各方利益最大化。同时也主动回应了
市场和要素获取不公，企业创新动力不
强，政策获得感不足，要素供给力度不
大等人们普遍关切的问题，为民营经济
的发展送上一颗定心丸。组织培训学习政策组织培训学习政策

靶向施策 承接中突出湖州味道

新政诚意满满，条条展现温情。
要迅速呈现效果，关键在于落实。

近年来，湖州作为全省优质企业
梯度培育改革试点市，我市制定实施
并优化迭代了“冠军领航·制造强
基”计划，承建“浙企培育”数字化
应用，将全市5600余家民营中小企
业纳入培育库，建立“创新型中小企
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
——产业链领航企业”的五级梯度培
育体系，这为接下来的新政快速落地
提供了先决条件。

同时，湖州还创新打造“企小
帮”志愿服务品牌，聚焦企业培育壮
大关键环节，建立了“五个一”的增
值服务架构，推动企业服务从“按照
政府工作转”转变为“围绕企业需求
干”，今年以来，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近300场，帮助3000余家企业进
行诊断服务，为政策信息的无缝对接
提供了桥梁。

市经信局负责人表示，目前已
经全面开展浙江省“民营经济 32
条”、湖州市“民营经济 39条”和
加大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
减等惠企政策宣传，确保民营企业
精准直达、应享尽享。特别是安排
了总额 500 万元的中小微企业服务
券，支持企业在人才引进、培训服
务、数字化应用和市场拓展等方面
购买服务。

同时，市级相关单位也正在出台配套政策
和实施细则，形成1+N政策体系，加快推进细
化表相关任务举措，发挥政策叠加效应，推动
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确保市场主体“应享尽
享”。重点依托“政策一键兑”平台，缩短专
项资金审核流程、提高兑付效率，打通政策惠
企“最后一公里”。

李红伟表示，要确保政策的细化落地、近
期见效，突出政策执行的刚性，让民营企业明
白遇到了问题该找谁，推动政策红利精准直达
各类经营主体，构建形成可验证的落实闭环。

“特别要大力宣传优秀民营企业，形成优质民
营企业标杆示范效应，切实把富有含金量的好
政策转化为富有获得感的民企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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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39条”
新闻发布会现场

考量一个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投
资意愿强不强，投资体量大不大是一个
较为客观的标准。

近年来，全市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
投资的比重始终居全省前列，但受经济
下行等不利因素影响，民间资本不敢
投、不能投、不想投的问题突出。此次

“民营经济 39条”明确了系列创新举
措，我市更加注重机制保障和政策支
持，让民间投资“愿意投”“可以投”

“加快投”。
为解决民间投资问题解决渠道不够

优化的问题，进一步增强企业家投资信
心，新政中提出，将依托亲清直通车、
12345“湖商通”品牌，通过投资项目
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强化诉求问题收
集、交办、反馈闭环管理，常态长效为
民营企业解忧纾困。同时积极破除隐形
投资壁垒，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不对民间投资主体准入额外设置条
件，坚持对民营企业公平对待，如在招
标竞标中，民营企业参与投标数量占比
不低于总量的三分之一。

李红伟认为，当前亟需提振民营企
业的发展信心，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

发展环境。“民营经济39条”中提出了
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动招投标
领域更加规范公平、支持民营企业投标
竞标、规范培育中介市场、严格落实公
平竞争审查制度等举措，能够进一步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激发民营经济生机
活力。

值得关注的是，支持民间资本参
与重大项目建设在此次的新政中有了
不少新内容。“民营经济 39条”中提
出，将以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领域为
突破口，定期梳理发布项目清单，畅
通信息渠道、拓展投资领域。比如提
供交通、水利等九大领域重大工程和
补短板项目清单、重点产业链供应链
项目清单和完全使用者付费的特许经
营项目清单三张清单，鼓励民营企业
参与重大项目建设。而对市、区县两
级国有公司主导投资的新能源、半导
体、环保等领域项目，也将释放适当
比例股权吸引民营企业参股。

在民间项目投资要素保障上，此次
新政也是新招频出。比如：在用地保障
上统筹安排全市用地指标，向民间投资
项目多倾斜。确保每年民间投资项目用

地保障比重不低于70%，其中出让土地
总量中工业用地比例不低于40%。在用
能保障上，确保每年新增能耗用于民间
投资项目的比重不低于70%。对单位工
业增加值能耗低于0.52吨标煤/万元的
非两高项目，开辟节能审查“快速通
道”。在融资需求上，鼓励各类金融机
构创新民营企业专属金融产品服务，支
持企业评级授信，降低融资成本。政府
性融资担保机构对小微企业平均担保费
率降至1%以下，市属国有基金对民间
投资项目投资比重达80%以上。

政策咨询服务送进企业车间政策咨询服务送进企业车间

破除壁垒 让民间投资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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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解答企业负责人疑难上门解答企业负责人疑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