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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城市继续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推动转型升级

为为民民营营经经济济注注入入活活力力““催催化化剂剂””
本报邹城9月4日讯 (记者 黄

广华 李慧 通讯员 焦良) 9月
4日上午，邹城市政府召开专题新
闻发布会，就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政
策从优化政务环境、科技创新支
持、助推小微企业发展等向社会进
行通报解读。

“邹城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
视民营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邹城市委常委、副市长李晔说，截至
目前，全市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达到
3 . 78万户，从业人员14 . 7万人。民营
企业达到6448家、增长35 . 7%，注册
资本金191 . 3亿元、增长63 . 9%。民营
经济实现增加值251 . 3亿元，增长
33 . 89%，实际上缴税金17 . 03亿元，
增长8 . 81%。“但从总体上看，邹城民
营经济市场主体总量仍然不足、规模
偏小、竞争力不强，民营企业个数占
市场主体的比例仅为18 . 85%，低于
全省平均水平。”

“只有激活最具发展活力的民营
经济，让民营经济成为经济主体，邹
城经济才能实现真正转型。”邹城市
委书记张胜明说，邹城市7月31日召
开的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动员大会上
出台了《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意
见》和《第一批重点民营企业培植工
作方案》，围绕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
间、推动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强化金
融人才支撑、鼓励全民创业等方面制

定了具体措施，明确了具体责任分
工，从政策层面进一步加大了对民营
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具体来说，就是鼓励和吸纳民营
资本参股、控股或租赁经营国有资
产，并优先支持民营投资和特许经营
供水、供气、供热、水利、污水处理和
城市管理、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项
目；鼓励民营资本在邹城投资教育、
科研、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
事业项目，并享受同等用地、税费政
策以及国家、省、市奖补扶持政策；每
年设立2000万元自主创新专项资金
和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对新认定
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及获得发明
专利和授权的给予奖励；鼓励民营企
业直接融资，支持企业引才用才，对
企业引进的高层次技术及管理人才，
并在企业领取报酬的，缴纳的个人所
得税形成的地方财力100%奖励给高
层次人才个人。

2014年起，在邹城市初始登记
注册、稳定经营1年以上的个体工
商户及小微企业，将获得创业补
贴。自主创业者领取营业执照并正
常经营半年以上的，可申请最高15
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个人申请小
额贷款从事微利项目的，财政据实
全额贴息；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
贷款最高限额提高到400万元，并
按照基准利率给予50%贴息。

每年拿出300万元

推介重点行业市场

针对小微企业处于起步阶
段，开拓市场的能力比较弱的
现实，为帮助小微企业开拓市
场，邹城市从三个方面制定了
措施，对小微企业进行扶持。

首先，每年设立300万元重
点行业市场推广专项资金，用
于企业抱团参加国内外专业博
览会、展销会，邹城市经信局将
提前整理全国范围内重要的展
销会、博览会信息，适时组织全

市行业相关企业参加，并对积
极参加展会的企业给予一定的
资金扶持；其次，设立了1000万
元出口退税周转金，对符合退
税条件的民营企业，在20个工
作日内完成出口退税代付周
转，补贴企业参加出口信用保
险，并在省、济宁市补贴的基础
上，邹城市财政补贴剩余部分，
单户补贴不超过10万元人民
币；最后，鼓励引进国内外知名

电商企业在邹城市设立分支机
构，支持企业自建或收购电子
商务平台，对在邹城市新设立
且运营时间1年以上并实现网
络交易额或服务费首次超过1
亿元的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
按照实际投资额的20%给予一
次性资助。同时，对入驻电子商
务产业园区的小微企业，缴纳
的房屋租赁税收给予等额奖励
补助等。

激活各类创业主体

鼓励支持全民创业

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规
定，邹城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
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意见》，其
本质是为了激活创业主体、支
持各类初创期自主创办小微企
业、进一步促进中小微企业健
康发展。

支持高校毕业生、留学回
国人员、退伍军人、城镇失业人
员、农村劳动者、外出返乡人员

等初始创业，自2014年起，对在
本市初始登记注册、稳定经营1
年以上的个体工商户，给予一
次性创业补贴3000元。支持各
类初创期自主创办小微企业，
2014年起对首次领取营业执照
并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小微企
业，给予1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
贴。

对登记失业人员、退役

人员、被征地农民、残疾人、
随军家属、高校毕业生、返乡
农民工、城乡妇女自谋职业、
自主创业的，领取营业执照
并正常经营半年以上的，可
申请最高15万元的小额担保
贷款，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
贷款最高限额提高到4 0 0万
元，并按照基准利率给予50%
贴息。

支持民营企业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民营企业想发展壮大，离
不开科技创新。目前，邹城市民
营企业整体科研力量薄弱，在

《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意
见》上，该市将从企业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科技经费支持、科技
金融支持等3方面激励引导广
大民营企业通过不断地创新，
降低成本、提升品牌，带动提升
全市民营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对自建或与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合作建立的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院士工

作站、重点实验室等研发平台，
经认定为国家级、省级、济宁市
级的，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
元、10万元奖励，并优先支持其
承担相应的科技计划项目。同
时，每年设立1000万元自主创
新专项资金，组织实施一批重
大科技计划项目。并鼓励企业
组建技术创新联盟，开展产业
共性关键技术联合攻关，每年
设立1000万元科技成果转化专
项资金，对科技成果转化成产
品、形成生产力的，给予重点奖

励扶持。
对于新认定为国家级高新

技术的企业，该市一次性奖励20
万元，对首次获得发明专利和授
权的企业一次性奖励5000元。此
外，该市与知名投资基金合作共
建一支首期1亿元的科技创投基
金，用于民营企业引进风险投
资。还从科技三项经费中每年列
支2000万元设立政府跟投型科
技创投基金，用于科技型、成长
型中小企业风险投资。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李慧

政策解读

新闻发布会现场。

中小企业孵化基地。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政府的扶持政策，激发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活力。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邹城一民营企业的工作人员清点货物。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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