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 建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闽工信建议〔2023〕37 号

答复类别：A 类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
一次会议第 1014 号建议的答复意见

林建肯代表：

《关于扶持实体经济促进惠企政策落地落细落实的建议》

（第 1014 号）收悉。感谢您对我省实体经济发展和惠企政策落

实等相关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该建议由我厅会同省发改委、省科

技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办理。经认真研究，现将有关办理意

见汇总答复如下：

一、近年来我省惠企政策落实情况

近年来，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体经济发展

的重要论述和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依托福建本地优势，有针

对性地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多措并举推动实体经济发展。2022

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5.3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其中全省工业

增加值 1.96 万亿元，总量居全国第 6 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7%,高于全国 2.1 个百分点，增速稳居东部地区第 1 位。

（一）突出发展实业。我省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坚持把



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一是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出台“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制定电子信息、

先进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现代纺织服装、食品、生物与新医药、

冶金、建材、工艺美术等 9 个行业行动计划。截至 2022 年底，

全省超千亿产业集群达 21 个，其中产值 3000 亿以上产业集群达

8 个，5 个产业集群入围首批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二是

加快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实施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项目 265

项、总投资 2993 亿元，已建成投产 56 个，全年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增长 15.5%，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比上年高 5 个百

分点。顺利完成“电动福建”三年行动计划，制定新一轮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规划，推动省内 3 家新能源车企引进战略投资者，

宁德市动力电池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向世界级集群迈

进。三是加快“两化”融合发展步伐。全省工业数字化转型迈上

新台阶、取得新进展，两化融合达标企业数居全国第 2，全面数

字化企业比例居全国第 3，企业经营管理数字化普及率居全国第

4，入选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6 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27 个，

省级标杆企业 221 家，宁德时代、福州京东方获评全球灯塔工厂。

（二）突出政策实效。近年来我省在出台扶持实体经济发展

政策的过程中，把抓落实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增强政策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一是强化沟通协调。严格落实《关于建立健全

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的实施方案》，在制定重要的涉企

政策措施时积极征求企业家的意见建议，调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



策制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省科技厅 2022 年出台《福建省科技

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管理办法》时，召开企业座谈会并赴兄弟

省份开展调查研究，使得制定的政策措施更有针对性、可操作性

和实用性。二是强化财力保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充分考虑

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和政策连续性，确保政策能落地见效。省财政

厅强化资金管理，出台了《福建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2022 年我省对市县资金补助比上年增长

10%，重点用于落实退税减税降费和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等方面，

在政策落地的同时保证资金安全、操作规范有序。

（三）突出政策落地。一是加强评估督导。我省强化制度设

计，将政策落实情况作为绩效考核的内容并纳入营商环境指标体

系。省发改委开展全省市场主体满意度调查，并将调查过程中企

业反映政策落实中存在的问题，以问题形式发给各地各部门，并

将问题整改情况纳入日常监测内容。并将问题整改情况纳入日常

监测内容。二是强化跟踪落实。各部门针对出台的政策措施，深

入地市开展督导检查。针对督导中发现的问题，结合参考市县部

门及企业的诉求建议，研究探索形成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措施。省

商务厅对照已出台的稳外贸政策措施，深入泉州等地开展实地调

研，并与当地企业代表和行业代表进行沟通交流，详细了解政策

落实过程中的难点堵点。三是精准推送政策。优化惠企政策统一

发布平台，开设“纾困稳增长政策说”栏目，优化政策和企业精

准匹配功能，采取“点对点”推送方式，为超 50 万家次企业提



供惠企政策精准推送服务，实现由“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

业”转变。

（四）突出政策宣贯。一是发挥平台作用。用好“党企新时

空·政企直通车”平台，举办人社、住建、商务、税务等领域 6

场惠企政策对接会，为 800 多家企业提供专项政策对接服务。二

是加大宣贯力度。各部门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开

展政策宣讲，引导企业用好用足用活政策。2022 年开展“惠企政

策进百园入万企”活动 25 场，服务企业 1888 家次，服务企业人

数 2357 人。省科技厅组织开展高新技术企业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线上课堂”，系统推进科技创新政策学习宣传。三是开展专项

行动。开展“一起益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组织举办各类宣传

活动 260 多场次，服务企业 2 万多家次，为中小企业宣贯政策、

纾困解难。

二、下一步工作安排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吸收您的宝贵建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狠抓惠企政策落实，推进实体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重点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聚焦实体经济发展。坚持“一产业、一规划、一政策、

一专班”，强化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和 9 个

行业行动计划落实，稳定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升高新技

术增加值占比。深入实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行动，加快推动制造

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转变。编制重点产业链和产业布局图



谱，培育发展一批标志性引领性产业链，努力打造一批百亿龙头

企业、千亿产业集群、万亿支柱产业，建设一批国家级先进制造

业集群，形成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企业、技术和产品。

（二）聚焦政策落地落实。一是提升政策制定水平。定期梳

理分析企业存在的共性问题，分行业、分类型建立企业问题库，

加强政策储备。在政策制订的过程中，深入到项目建设现场、工

厂车间一线，多层次、多渠道调查了解情况。积极推动企业家参

与涉企政策制定，充分了解企业诉求，使政策制定更有针对性、

更接地气。二是健全财政保障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全

面分析惠企政策对财政支出的当期和长远影响，充分考虑市县特

别是困难地区财力状况，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将明确由财

政保障的资金足额纳入预算，确保出台政策可落地、财政保障可

持续。三是加强惠企政策评估。建立政策落实情况动态化跟踪机

制，适时组织第三方机构对惠企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评估结

果将及时反馈给政策制定部门，以及时调整或纠正政策偏差，指

导新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四是积极推行“免申即享”。通过政策

大数据与企业大数据的双向精确匹配，简化惠企政策兑现流程，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免予申报，让政策红利直达企业。

（三）聚焦政策宣贯解读。一是加大政策宣贯力度。深入开

展“惠企政策进百园入万企”活动，推进省市县协同政策宣讲，

线上和线下同步解读，实现政策进园区、进基地、进企业。二是

加强政策归集整理。优化惠企政策“一站式”发布平台，建立健



全惠企政策智能匹配工作机制，运用大数据技术，探索政策“个

性化”推送、“点菜式”订制服务，为企业提供政策智能匹配服

务。三是做好政策解读工作。针对企业关注的融资、税费、社保

等惠企政策，邀请有关专家进行专题解读。同时丰富解读形式，

运用图表、动画、视频等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利用“政企直通

车”“闽政通”等平台集中发布，精确推送，引导企业用足用好

政策。

再次感谢您对我省惠企政策落实的关心和支持，欢迎继续关

注我厅工作，如有新的意见和建议，请随时与我们联系、沟通。

领导署名：翁玉耀

联 系 人：黄育琳

联系电话：0591-87820590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3 年 4 月 1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