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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创新没有发挥应有的支撑作用。

（四）企业有群山无高峰的现状仍没有得到有效改变

淄博市民营企业数量虽多，但大都为中小企业，龙

头企业数量少、带动作用小。尽管2022年淄博市有2家企

业入围“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但从数量上来看，上榜

企业较2021年减少1家。从位次上来看，金诚石化位列榜

单第365位，较上年度提升96个位次；汇丰石化则位列榜

单第487位，较上年度下降43个位次。另外，淄博市有17

家企业2022年营业收入过百亿，但与潍坊、烟台等地市

相比，还没有过千亿级企业，掌握产业链话语权的头部

企业数量少之又少。

（五）营商环境仍有改善空间，政企沟通和亲清政

商关系有待加强

2 0 1 9 年 开 始 ， 淄 博 市 连 续 三 年 实 施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一号改革工程”，坚持将营商环境优化作为推动老工

业城市转型升级和赢得区域竞争先机的“制胜棋”，走

出 了 一 条 由 营 商 环 境 “ 重 点 突 破 ” 驱 动 城 市 产 业 转 型

“全面突围”的新路子。但从实际调研情况看，与企业

家们的期盼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新时代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路径选择

（一）多措并举激发民企创新活力，培育民营经济

发展新动能

当前，市场波动、经济起伏、结构调整、制度变革

等因素使得部分民营企业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这是客

观环境变化带来的长期调整压力。在这样一个复杂背景

下，激发民企创新活力，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尤为重要。

一 是 加 强 产 学 研 合 作 平 台 建 设 ， 加 大 技 术 创 新 力

度，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重点打造若干区域

科技创新中心和各行各业科技创新中心，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

二是加大对服务中小企业中介机构的扶持力度，建

立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鼓励大中型企业增加研发投

入，为小微企业提供创新的优惠政策支持，并鼓励民间

资本参与创新研发领域。

三 是 强 化 创 新 平 台 建 设 ， 为 中 小 企 业 提 供 技 术 研

发 、 人 才 和 融 资 等 支 持 。 构 建 以 企 业 为 主 体 、 政 府 引

导、产研结合、多方投入的中小企业创新支撑体系。支

持建立面向企业的共性技术服务平台，积极发展技术市

场，健全公共技术服务体系，实现高精尖技术在国企和

民企间双向转化。

四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大学城

优势，推深做实校城融合。加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

民营企业战略合作，鼓励山东理工大学等高等院校，持

续完善选派高层次人才到企业挂职“科技副总”制度，

强化科研成果转化，着力培育核心技术能力突出、集成

创新能力强、能够引领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创

新型民营企业。

五是完善人才引进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培育和引进

高端人才及实用新型人才。深入落实“人才金政50条”

政策，积极为民营企业招聘人才创造良好条件。

（二）金融“活水”精准助力，拓宽民营企业融资

渠道

一是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深化民营企业和小

微企业“首贷培植”专项行动，鼓励国有金融机构加大

信贷支持力度，创新信贷服务模式，优化金融辅导、产

业链主办银行服务机制，提升民营企业融资的便利性。

鼓 励 银 行 机 构 建 立 差 异 化 精 准 服 务 机 制 ， 支 持 齐 商 银

行、农村商业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深化“技改贷”“春

风齐鑫贷”等惠企金融政策，更好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

金融服务。

二是进一步完善融资增信支持体系。发展改革部门

要定期向金融机构推送省、市重大项目名单；工业和信

息化部门要建立完善民营企业产融合作白名单机制，定

期向金融机构推送民营企业白名单，有效破除信贷供需

信息不对称问题。探索实行区县、镇（街道）金融服务

网格化管理，及时向金融机构推送民营企业金融需求。

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立“政银担”合作与风险共

担机制。健全普惠金融激励机制，认真落实金融机构和信

贷人员尽职免责要求，扩大对民营企业有效金融供给。

三是进一步完善直接融资支持。充分发挥齐鲁股权

交易中心作用，为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创造良好

条件。

四是进一步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优化金融生态

环境是改善投资环境的关键所在，政府要在加强金融生

态规划、构建部门联动机制、提高社会诚信意识、健全

金融生态内部机制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督促相关部门认真履行自身职责，加强协调配合，

推进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形成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合

力。加快完善“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提高全社

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金融生态

环境建设的浓厚氛围。

（三）做优做强民营龙头企业，加快推动民营经济

转型升级

总量规模偏小、领军企业偏少是淄博市民营经济整

体偏弱的根本原因。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做大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