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 建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闽工信提案〔2023〕56 号

答复类别：A 类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省政协十三届
一次会议 20231130 号提案的答复

张荣滨委员：

《关于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全方位推进全省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建议》（20231130 号）收悉。感谢您对我省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该提案由我厅分办。现结合我厅职能，

将有关办理意见答复如下：

一、我厅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

近年来，我厅大力弘扬和践行“晋江经验”，持续推动全省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2022 年，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 3.69 万亿

元，增长 5%，增速高于地区生产总值 0.3 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

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增长 9.3%，比规上工业增幅高 3.6 个百分点。

（一）聚焦实体经济。一是深入培优扶强龙头企业，先后发

布 6 批次 206 家现有龙头企业、704 家龙头培育企业，支持企业

开展上下游产能对接、产品互采、协作配套，全年净增营收超百

亿工业企业 13 家、总数达 67 家，龙头企业对全省规上工业营收

增长的贡献率达 38.2%。二是组织实施专精特新企业提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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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认定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384 家，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 132 家和重点“小巨人”企业 11 家，新认定省级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产品）52 家，新增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

品）10 家。三是引导企业“抱团出海”，支持民营企业主动融入

双循环，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结合，积极参加“一带一

路”建设。2022 年我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额增

长 10%。

（二）聚焦转型创新。一是实施企业创新驱动战略。充分发

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鼓励民营企业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共建企业技术中心，遴选多批产业领军团队，全省现有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 71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636 家，共培育产业领

军团队 68 个，落地高水平研发项目超 70 个，突破核心关键技术

130 多项。二是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

专项行动，培育形成 22 个省级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161 个工业

互联网应用标杆企业，11 家企业入选工信部、财政部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试点、数量居全国第 2 位。三是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扩

大重点技改项目支持范围，对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

项冠军所在企业等项目取消投资额条件限制。

（三）聚焦要素保障。一是拓宽企业融资渠道。2022 年举办

4 期投融资对接活动和 7 期主题沙龙，推动各地开展产融对接活

动 100 多场次、对接金额超 2000 亿元。加强与国家中小企业发

展基金对接，我省首支国家级中小企业发展子基金正式落地厦

门，认缴规模 25 亿元，征集股权融资需求项目 50 多个。二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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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贷支持力度。先后设立 8 期共 800 亿元规模的中小微企业纾

困增产增效专项资金贷款，省级财政每期安排贴息资金 1 亿元，

对纾困增产增效专项贷款给予 1 个百分点贴息，共为中小微企业

贴息 7.82 亿元。三是培育企业创新人才。实施企业家素质提升

工程，推广“以企业家培养企业家”模式，推动省市联合办班培

训 160 场次，参加线上线下培训 1 万多人次，受到企业界广泛好

评。将引进生机制扩大到民营企业，面向全国 18 所一流高校征

集 28 家民营龙头企业 499 个岗位。

（四）聚焦优化服务。健全完善“456”精准挂钩联系服务企

业机制，上线“党企新时空·政企直通车”平台，发布党建强企

“联合行动”重点服务清单，累计帮助企业解决诉求问题 1.4 万

多件，办结率达 100%。印发 2022 年减轻企业负担重点工作意见，

2022 年为全省企业降本减负超 1500 亿元。完善工信与其他省直

部门协作联动机制，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用地、用林、用海、用工、

用能、环保、贷款等问题。认真落实《福建省防范和化解拖欠中

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实施方案》，通过限期清偿、通报约谈、联

合惩戒等推进清偿，目前全省拖欠中小企业的无分歧欠款清偿

率、化解率均达 100%，位居全国前列。

二、下一步主要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吸纳您的宝贵建议，弘扬传承“晋江

经验”，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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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大做强支柱产业，提档升级优势产业，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引导民营企业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努力打

造一批百亿龙头企业、千亿产业集群、万亿支柱产业。支持“个

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打造民营企业梯次成

长链条。深入挖掘、重点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支持各地采取多种方式，

积极组织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二）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发挥民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

着力抓平台载体、抓人才队伍、抓科研投入、抓成果转化、抓科

技活动、抓标准规范。推动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提升规上工业

企业研发活动覆盖面和研发机构比例，推进国家、省、市三级企

业技术中心梯次发展。建立部、省、市、高校四方工作联络协调

机制，深入推进政产学研用金结合，加快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促

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支持民营领军企业牵头建立

创新联合体，引进产业领军团队，用好“揭榜挂帅”机制，开展

关键共性技术攻关。落实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推

动集群式数字化转型，打造一批数字化“小灯塔”企业。

（三）加强政企沟通互动。完善“456”精准挂钩联系服务

企业机制，集中安排下基层面对面服务企业，为企业送政策、送

资金、送服务、解难题。提升“党企新时空·政企直通车”平台

效能，以“面对面”“屏对屏”沟通协调会、深入企业现场办公

等形式，强化困难诉求协调办理，解决企业实际困难问题。

（四）营造更好营商环境。推进《福建省企业和企业经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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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深入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

付条例》，加强投诉机制建设，推动各级各部门落实无分歧欠款

动态清零，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深化“放管服”

改革，推进简政放权，加大涉企违规收费查处力度，切实减轻企

业负担。

再次感谢您对我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心和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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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