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是加强对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
策支持。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发展、商贸流

通服务业发展、工业转型升级、文化和旅

游发展等专项引导资金撬动功能，加大对

“个转企”“小升规”民营企业的支持，对经

济增长、吸纳就业的企业给予梯度奖励；

对首次升规入限企业给予一定奖励。对

照国家重点细分行业目录，形成省级重点

民间投资项目库，建立重大项目清单、产

业项目清单、特许经营项目清单等三张拟

向民间资本推介的项目清单，推广应用全

国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平台。鼓励民间

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盘活国

有存量资产及城市老旧资源。

青海民营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指

出：民营经济 33 条积极回应市场主体关

切，在增强政策公平性、普惠性、可及性上

下功夫，放大金融、财税、投资、产业、市场

准入、产权保护等政策组合效应。强化部

门协同、上下联动，注重步调一致、同向发

力，进一步拓宽政策落实覆盖面，不断提

升市场主体获得感，大力提振民营经济的

发展信心。

二是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分批有序推进“一业一证”改革，全面

推行“证照分离”改革，逐步实现准入

即准营。全面落实简易注销制度，完善

企业注销“一网服务”平台。坚持市场

化、法治化原则，完善企业重整识别机

制，依托“府院联动”,依法拯救陷入财

务困境但有挽救价值的民营企业。建立

完善涵盖各类市场主体的公共信用评价

指标体系，完善民营企业信用信息共享

机制。完善拖欠账款常态化预防和清理

机制，畅通保障民营中小企业款项支付

投 诉 渠 道 ， 重 点 清 理 机 关 、 事 业 单 位 、

大型企业拖欠民营中小企业账款。

青海民营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指

出：33 条着眼于政策落地，提出要持续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进一步完善社

会信用激励约束机制，鼓励民营企业合

规经营，完善市场化重整机制，引导民

营企业盘活存量资产回收资金，用于新

的助力全省重大战略的项目建设，形成

投资良性循环。

三是强化民营经济要素保障。全面

提升“信用贷”服务质效，升级扩能“青信

融”“银税互动”融资平台，逐步扩大省中

小微企业续贷周转资金池、省中小微企业

首 贷 、信 用 贷 风 险 补 偿 资 金 池 受 用 覆 盖

面。鼓励民营企业利用存量土地发展国

家支持的新产业新业态，现有建设用地过

渡期支持政策以 5 年为限。健全人事管

理、档案管理、社会保障等接续的政策机

制。强化民营企业用工服务，加强扩岗政

策支持和创业帮扶，搭建民营企业、个体

工商户用工和劳动者、高校求职信息对接

平台。持续打造“大数据+铁脚板”的就业

服 务 模 式 ，深 入 开 展 就 业 服 务“ 春 风 行

动”。

青海民营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指

出：33 条充分考量不同行业企业的成本结

构差异，因势利导，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

含金量，提出，定期发布支持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发展壮大的税费优惠政策清

单，政府定价的涉企收费清单之外一律不

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制定涉企行政许可

中介服务收费项目清单，深入治理垄断性

中介高收费行为。

四是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制保障。
加强对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财产

权的保护，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人

格权。保护民营企业在民事、行政、刑事

案件中各个环节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

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家的诉讼权利。依法

严格区分企业家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

产。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干

预民事纠纷、经济纠纷，以及执法司法中

的地方保护主义。推动协同监管，公布跨

部门综合监管重点事项清单，推动“进一

次门查多项事”。深入开展民营企业“法

治体检”“企业家学法”等活动。

五是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
展。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新时代西部大开

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

家战略及共建“一带一路”,积极融入生态

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支持民营

企业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装备制

造 业 和 生 态 产 业 ，参 与 推 进 碳 达 峰 碳 中

和，提供减碳技术和服务，加大可再生能

源发电和储能等领域投资力度，参与用能

权交易。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延链、补链、

强链项目建设，对符合条件的建设项目，

给予一定资金支持。支持民营经济市场

主体参与废旧物资循环利用、大宗固废综

合利用、重点行业清洁生产等生态环保项

目。

青海民营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指

出：民间投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

力军，也是提升投资质量、增强投资活力

的关键力量。为进一步勉励和引导民间

投资健康发展，33 条提出，积极推动民间

投资项目滚动列入省级重点项目、纳入全

国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公开推介首批 49
个民间投资项目，重点支持民间资本参与

新型城镇化、清洁能源、乡村振兴、生态旅

游等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领域建设。在防

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前提下设立“红绿灯”，

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规范和引导资

本健康发展。

六是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加强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梯次培养，建立健

全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传帮带辅导制

度，构建多领域多层次、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培训体系。建立优秀民营企业、民营企

业家表彰奖励机制，定期表彰奖励在民营

经济发展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

个人。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引导民营

企业担负社会责任，踊跃投身社会事业。

全面推行青海省新型政商关系负面清单，

推动党政干部和民营企业家双向建立亲

清统一的政商关系。

民营经济33条重点围绕6个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

民营经济33条
重点把握了三个原则

一是落实国家部署，力求一贯性。全面落实国家民营经济

31 条，立足省情细化实化各项支持政策，固基础、补短板、强弱

项，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各项部署在我省落地见效。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力求精准性。聚焦民营经济发展痛点难

点堵点，积极回应市场主体关切，针对性地提出常态化助企暖企、

推动涉企政策免申即享等措施，解决民营企业反映强烈的融资、

土地、技术、人才、审批等突出问题，努力提升经营主体在准入、准

营、退出“全生命周期”的链条式服务，提振民营经济的发展信心。

三是强化统筹推进，力求协同性。树牢“一盘棋”发展理念，积

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增强政策公平性、普惠性、可及性上下

功夫，放大金融、财税、投资、产业、市场准入、产权保护等政策组合

效应。强化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注重步调一致、同向发力，进一步

拓宽政策落实覆盖面，不断提升市场主体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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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年初，青海省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33条务实措施。措施的
出台为青海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谋定了怎样的方向？
是否回应了民营企业重点关切的问题？近日，本报邀请
青海省民营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对措施进行权威解
读。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重点解读
本报记者 芈 峤

青海如何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青海如何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024 年开年以来，高原大地，民营企

业正以“拼”的精神、“闯”的劲头、“实”的

干劲，在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开创

新局。随着我省 33 条的出台，以及青海民

营经济发展局的正式成立，“激活民营经

济发展”正式成为一年青海经济工作的重

中之重。

青海民营经济发展局将以服务民营

经济发展为主线，加强相关领域政策统

筹协调，还推动建立“七项机制”、搭建

“ 六 个 平 台 ”、 构 建 “ 五 大 体 系 ”、 开 展

“四项行动”、创推“三种模式”，全方位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当好民营经济

“娘家人”。

民营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党

和政府的政策支持。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强调“党

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

变’，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

自己人”，明确“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

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鼓励和支持

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振市场

预期和信心”，指出“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

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

向更加广阔的舞台”，这一系列重要论述

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新时代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

上下齐心，其利断金。青海伴随着盐

湖、清洁能源、生态旅游和绿色有机农畜

产 品 等 重 点 产 业 发 展 ，市 场 开 放 程 度 更

大，各种商机在拓展，全省民营经济迎来

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循着全省民营

经济的发展路径，青海民营经济发展必将

有所得、有所获、有所成！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明晰

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青海实践·权威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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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青绣产业。
本报记者 陆广涛 摄

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瑞辉高原现代农业种植养
殖示范园，工人正忙着采收香菇。 本报记者 陆广涛 摄

西宁南川工业园区的天合光能青海大基地组件车间内工作人员在操作生产设备。
本报记者 陆广涛 摄

昆仑晶石马桶下线。 本报记者 芈 峤 摄

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的阿克明斯特机织地
毯。 企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