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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信函〔2022〕1 号

新平县工业科技和信息化局
对政协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十届一

次会议第 16 号提案答复的函

工商联界各位 委员：

您们提出的《关于突出重点抓好民营中小微企业合规管

理水平的建议》，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是县域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市场

主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是解决居民就业的主渠道，

对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围绕县委县

政府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民营企

业、中小微企业依托全县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

经济，取得了跨越发展。

一、中小微企业基本情况

（一）中小微企业规模持续壮大。截至 2022 年 6 月底，

全县工商登记注册中小微企业达 3629 户，其中民营企业达

3572 户，工商登记从业人员约为 35000 人，认缴资本约为

120 亿元。除大红山“两矿”和仙福公司等少数几户大型企

业外，其余全部为中小微企业。全县中小微企业规模持续壮

大，资金实力更加雄厚，已成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

力量。

（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行业领域不断拓宽。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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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中小微企业由初期的批发、零售、贸易、餐饮等领域

向农、林产品加工、采矿业、加工制造业、交通运输业、

房地产业、文化旅游、科技信息等领域发展，涵盖县域经

济各个领域。

（三）中小微企业从业人员大幅增长。截止 2022 年 6

月底，全县中小微企业工商登记从业人员约为 35000 人，中

小微企业已成为吸纳城乡居民就业的主要渠道。

（四）中小微企业对县域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截至

2022 年 6 月，全县 104 户“四上”企业中 95％以上企业为

中小企业，35 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中小企业占 32 户，

上半年，全县实现民营经济增加值 62.44 亿元，按可比价计

算同比增 8.6％，占全县 GDP 比重达 51.1％，预计全年实现

民营经济增加值 129.02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 9.5％，

占全县 GDP 比重达 50.4％，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对县域经

济拉动作用明显增强。

在全县中小微企业发展取得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

的问题和不足。相较于发达地区，我县中小微企业规模还比

较小，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素质还比较低，抵御市场风险的

能力还比较弱；大部分企业的经营理念比较陈旧，小富即安

思想比较普遍，缺乏做大做强的开拓创业意识；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不强，技改投入不足，企业组织形式仍然以家族制为

主，在人才、技术、装备、工艺、管理等方面比较滞后。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小微企业普遍实力不强，规模小。在 3629 户

中小微企业中，除 104 户“四上”企业营业收入达纳统要求

外，其余企业营业收入都较小。

（二）中小微企业没有形成特色产业集群，结构散。近

年来，全力培育市场主体，企业数量规模不断壮大，但没

有形成集中优势的规模产业，在全县 3629 户中小微企业

中，农业、批发零售业、服务业分别占据 33％、27％、



- 3 -

27％，而加工、制造、新业态新模式及特色中小微企业较

少，没有形成能增加地方税收、增加就业、且依托地方特

色优势资源的加工制造业产业集群。

（三）中小微企业带动作用弱。全县 87％的中小微

企业从事农业、批发零售业、服务业等“一、三”产业，

且大部分为个人独资企业，主要从事家庭式种植、养殖、

家庭式批发零售和简单初级中介服务等，虽然桔类等种植

规模产量较大，但市场和销售在外，县域内没有一户深加

工企业，对全县 GDP、税收、投资等支撑作用弱。

（四）与重点产业和优势资源关联度不强。我县主要

产业为矿产开采及加工制造和高原特色农业产业，采矿业

主业有大红山“两矿”，上游企业主要为 10 余户选矿企

业，除少部分铁精矿在球团公司加工外，大部分铁精矿加

工不在县内；仙福公司下游深加工企业较少，形成市场和

销售两头在外；我县高原特色农业知名度较高，但主要集

中在种植，没有深加工企业，除少数品牌种植企业外，散

户和小企业较多，产品品质参差不齐，且以销售鲜果为主，

受市场影响价格波动较大。我县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发展的

中小微企业质量不优，重点产业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带动

作用有限。

（五）中小微企业自主发展创新能力不强。大部分中

小微企业没有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产品开发

能力不强，原创性、自主性产品非常少，大部分没有研发

经费投入，没有进行新产品开发。

（六）中小微企业人才严重短缺，管理理念落后。从

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缺乏高素质的管理人才、经营型人

才和科技人才，经营管理上，家族制普遍存在，在激烈的

竞争态势下，家族制企业缺乏现代管理体制和经营理念，

严重制约企业创新和提高。

二、主要工作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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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县出台的各项惠企

政策，加大宣传力度，强化服务企业意识，通过编制政策汇

编、召开会议、走访企业及利用 QQ 工作群和微信工作群等

形成，向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大力宣传国家、省、市、县

出台相关优惠扶持政策。

（二）全力帮助指导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申报国家、

省、市扶持项目和资金，积极帮助企业争取各级资金和项目

支持，有效缓解企业流动资金困难等问题，增强企业发展信

心，为全县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政

策环境。2021 年争取上级各类奖补资金 1371.49 万元，2022

年 1-6 月争取上级各类奖补资金 1435.1 万元。

（三）全力做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作。根据

省、市相关文件精神和工作安排，结合“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申报条件，对县域内中小企业进行摸排调研，做好辅导和

指导工作。截至目前，全县有 2 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1 户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0 户省级专精特

新“成长”企业。

（四）组织企业参加培训，提升企业管理能力和水平。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共组织县域内 200 余户企业参

加市级组织的线上线下培训班（会议）共 20 期，帮助企业

管理者提升各项能力，不断提升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水

平。

（五）不定期为银企搭建合作平台。组织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参加市、县两级召开的企业融资需求对接会和银行产

品推介会，根据企业需求，结合各银行信贷政策，不定期向

县域各银行推荐融资需求企业。

（六）引导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积极培育科技创新型

企业，指导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和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和专家工作站、院士工作站，

帮助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截止目前，全县共有国家级科技



型中小企业 10 户，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69 户，3 个院士

工作站，3 个专家工作站。协调相关企业与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大学农学院等高校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 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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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加快市场主体培育。把市场主体培育作为稳增长

的重点工作来抓，持续加大对“个转企、小升规”的引导支

持力度，围绕年度目标任务，建立企业培育库，重点监测有

望纳规升规的工业企业，加强协调帮办，做好政策宣传和业

务指导，努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量。上半年，全县在库规上工

业企业 35 户，实有工业企业 276 户，年内净增 36 户，实有

中小微企业 3629 户，年内净增 430 户。

三、下步工作措施

（一）制定完善中小微企业发展规划。中小微企业的发

展最终要依靠市场的“无形之手”配置资源，但从全县实际

出发，政府的“有形之手”在相当长时期也是必须的、重要

的。所以县委县政府要制定全县中小微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明确发展中小微企业基本思路、目标和基本原则，紧紧围

绕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打好“三张牌”战略部署，以县域优

势资源和优势产业为依托，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大力培育产

业链，形成一批特色产业集群。

（二）进一步改善中小微企业发展环境。促进中小微企

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改善中小微企业发展环境至关重要,尤

其要全力解决发展中突出的瓶预制约问题。全力改善营商环

境，推进面向中小微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支持民间资

本进入金融领域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加强部门联动，合力

服务好中小微企业发展。

（三）促进中小微企业制度创新和素质提升，引导中小

微企业合法合规经营。依托省、市培训资源，整合县级各部

门培训资源，定期开展针对中小微企业所需的培训，通过对

中小微企业创业和发展的辅导，积极引导中小微企业实施企

业发展战略管理，帮助家族制中小微企业逐步向现代公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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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转变，促进中小微企业的组织结构、技术结构、内部管

理和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引导中小微企业在发展壮大同

时，要守好法律底线，道德底线，做到合规合法经营。

（四）加强中小微企业人才及职业技术培训。把企业家

培养纳入全县企业干部培训计划，组织企业家参加有针对性

的理论和管理培训，并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制定人才需求目

录，同时帮助企业引进紧缺人才。根据企业发展和企业用工

需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企业职工队伍的整体素

质，行业主管部门要全力做好各项服务协调工作。

（五）加强部门联动，信息互通，合力服务中小微企业

高质量发展。由县委统战部牵头，根据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制

度，建立一个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重点民营企业、中小微

企业组成的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每个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共同商讨全县民营企业、中小微企

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新平县工业科技和信息化局

2022年 8月 30日

（联系人及电话：马国顺 13577760655）

抄 送：县政府办公室议案提案股、县政协提案联络委。

新平县工业科技和信息化局 2022年8月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