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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1253、卢正

关于进一步提高涉企惠企政策制定执行参

与度、获得感的提案

※背景与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强调，要落实保障民营企业

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政策措施，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

谈会上又再次提出要求，长三角区域要带头落实鼓励、支

持、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举措，进一步优化民营

企业发展环境，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民

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同时也是“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一步。近年来，上海相继推出了抗疫助企的

“21条”、经济恢复重振的“50条”、稳增长的“22条”、

优化营商环境 6.0版等政策。推动涉企惠企政策的更好制

定执行，对于支持民营企业克服困难、改善发展环境至关

重要。

――――――――――――――――――――――

※问题及分析※

通过相关调研发现，涉企惠企政策的制定执行仍然存

在一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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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政策制定内容的前瞻性、系统性还可以进一步提

升。目前，面向新兴产业的惠企政策相对较少，政策内容

的更新速度与新兴产业的更迭速度相比，还有一定的滞后

性，且内容覆盖还不全面。此外，一些惠企政策门槛过高

让一些亟需纾难解困的企业“望而却步”。

2、是政策宣贯解读的全面性、专业化还可以进一步加

强。当前，由于政策发布主体多元，企业获取信息有碎片

化、散乱化的情况，政策传达一定程度上仍处于“企业找

政策”的情况。一些企业由于不熟悉相关宣传渠道，导致

政策信息不对称，对相关政策的认识模糊。

3、是政策落地执行的明确性、可行性还可以进一步深

化。有些政策申报部门不明确，导致企业想要申报却无从

下手。有一些小微企业反映，部分资金扶持项目申报时间

匆促、流程环节多、兑现时间长，对于企业来说时间和人

力成本太高。此外，也有企业反映，存在中介机构帮企业

进行包装套利分成的情况，造成政策落地走歪。

4、是政策监督评估的体系性、长效性还可以进一步优

化。当前政策监督主要是针对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对政策

兑现情况、落实流程以及政府部门服务过程等监管还有不

足。此外，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企沟通交流的渠道还不够

丰富，对企业诉求掌握的全面性和及时性还不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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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针对这些问题与不足，建议从实现政策执行机构全参

与、政策目标群体全覆盖、政策环境要素全支持角度进一

步完善工作举措，推动民营经济涉企惠企政策的优化与参

与感、获得感提升。具体建议如下：

1、是多形式加强调研，提升政策制定的针对性、操作

性。推动建立咨商恳谈制度，引导企业在行业性规范制定

中发挥协同带动作用。健全政策制定征询闭环沟通机制，

运用多种方式征询意见，保证政策能够充分体现相关方企

业意志。推动建立政企交流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座谈会、

论坛等，加强与企业界、行业协会、专业研究机构等的沟

通，及时掌握有关民营企业的问题和要求，提高政策的针

对性和可行性。

2、是多形式搭建平台，增强政策宣贯的系统性、精准

度。建立健全集成式、系统性、多渠道的政策宣贯平台，

精准投送、集中推介。相关部门协同配合，进一步创新宣

传方式、拓宽宣传渠道，加强全面化、专业化宣贯。推动

构建“政府涉企政策解读员－第三方服务机构－企业政策

接收员”的三方政策接收机制，提高企业对于涉企政策知

晓度与获得感。

3、是多形式创新机制，优化政策实施的便利性、实效

性。借力大数据平台建立企业库和政策项目库，通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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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特性实现快速识别、匹配，帮助企业在收到精准推送

后，能够快速知悉、快速申报。构建三员联动机制，为政

策解读员、驻企服务员、网格专管员搭建服务提供平台，

发挥各自职能，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加强

对企业内申报负责人的专业化培训，提升民企内部管理水

平与政策对接人员业务能力。推动构建标准化民营企业公

共信用信息平台，实现民营企业信用信息互联共享、信用

信息资政惠民便企、全面支撑“放管服”改革。

4、是多部门协同推进，提升政策监督评估的参与度。

建立企业对痛点、堵点解决措施的评价反馈机制，有效了

解所采取措施的实施效果，及时改进，防止新政策空转。

建立联合牵头的专项工作机制，及时跟踪并协调解决影响

政策落实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加强督查检查，形成工作合

力。发挥第三方专业化政策评估专家团队作用，参与政策

执行过程，追踪执行效果，形成多方参与的协同监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