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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围绕四大科创高地，健全创新服务体系，完善科

学基金联合投入机制。六是提升要素保障环境，强化能

源、用地保障，压减物流成本，加强劳动力供给，完善

融资服务体系。七是进一步打造“信用重庆”，加强政府

守信践诺，优化市场信用环境，推进社会信用建设。八是

助企暖企护航成长，建立健全政企沟通服务机制，常态化

做好涉企服务，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

（二）强化优质市场主体梯度培育

重 庆 市 始 终 注 重 市 场 主 体 培 育 发 展 ， 既 强 化 国 有

企业发展，又保护民营经济发展。一是促进国有市场主

体提质增效。积极推动“三攻坚一盘活”改革，即国企

改革、园区开发区改革、政企分离改革攻坚，有效盘活

国有资产，以此推动国企“瘦身健体”，唤醒沉睡资产

与要素，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加快实施亩均效益示范引

领行动，以企业技术改造、闲置用地改造为抓手，强调

“提质增效”，促进国有企业涅槃重生、园区开发区市

场运营能力提升，国有资产引领撬动作用更加充分。二

是大力推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生力军，也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

善民生的重要力量。重庆制定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

育改革工作方案》，围绕优质中小企业生成、发展、壮

大等几个环节，着力打造良好生态。继续深入实施高新

技 术 企 业 和 科 技 型 企 业 “ 双 倍 增 ” 行 动 计 划 ， 力 争 在

2024年底，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分别超过8500家

和6万家。重庆将全面提升民营经济的创新力竞争力，

推动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发展民营经济的主

导思想，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

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

发展壮大。将建设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结合，以建

设 国 际 一 流 营 商 环 境 为 抓 手 ， 着 力 消 除 各 种 “ 不 为 ”

“错为”“乱为”，破除“卷帘门”“玻璃门”和“旋

转门”，打造亲清的政商关系，营造亲商尊商、稳商安

商 氛 围 ， 发 展 壮 大 民 营 经 济 ， 民 营 经 济 活 力 得 到 有 效

激 发 。 2 0 2 4 年 一 季 度 ， 全 市 民 营 经 济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7.1%。

积极打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外环境

（一）着力构建全方位制度性内陆开放格局

重 庆 市 一 直 致 力 于 建 设 内 陆 开 放 高 地 ， 着 力 推 进

开放通道、开放平台、开放口岸建设，培育壮大市场主

体，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在西部地

区 带 头 开 放 、 带 动 开 放 的 能 力 显 著 增 强 。 迄 今 为 止 ，

重庆已经成为全国唯一兼有陆港型、港口型国家物流枢

成知识、组件、模型、算法等要素，打造产业生成、产

业生产、产业生态决策辅助智能体、服务综合集成智能

体等，系统化、渐进式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

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

人才链“四链”资源融合。1个产业数据仓，贯通政府

侧、产业侧、社会侧、企业侧等“四侧”数据，通过线

上“边缘计算”“隐私计算”技术支持，线下“数尚往

来”“服务换数据”机制创新，筑牢产业大脑的数据底

座。“N”指的是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支持重点区县和

“链主”企业牵头建设一批细分行业产业大脑。二是以

数字重庆建设为抓手，为科技创新创造需求牵引和市场

应用。通过数字重庆建设，贯通重庆经济社会管理体系

的底层逻辑和内在联系，在关键问题关键技术等方面实

现了有效突破，规范和明确了不同场景下的行政管理流

程、标准等关键问题，并切实为重庆数字化服务商提供

了现实的应用场景，既创造了数字化转型领域的若干现

实消费场景和创新性的市场机会，也为重庆经济数字化

积累了数据资产、经验、发展规范，塑造了开放、良性

的产业创新、市场创新生态，强化其对经济数字化转型

的支撑作用。

强化新质生产力发展主体

（一）积极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重 庆 将 营 造 市 场 化 、 法 治 化 、 国 际 化 一 流 营 商 环

境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常抓不懈，旨在破解企业

准入、经营、发展、退出等环节难点堵点问题，聚焦经

营主体期盼探索提出一批便企利民改革举措，进一步降

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更好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内生

动力。当前主要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标京沪等

先进优化提升营商环境，重点围绕市场准入、获取经营

场所、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报装、劳动用工、获取金融服

务、国际贸易、纳税、解决商业纠纷、促进市场竞争、

办 理 破 产 等 重 点 事 项 提 出 优 化 措 施 。 二 是 提 升 政 务 环

境 ， 全 面 加 强 政 务 服 务 渠 道 建 设 。 以 “ 高 效 办 成 一 件

事”为目标，优化“渝快办”为核心的“一网通办”服

务体系，深化“一窗综办”改革，创新政务服务模式，

以数字化全面赋能政务服务。三是提升法治环境，深入

开 展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体 制 改 革 ， 稳 步 推 进 “ 大 综 合 一 体

化”行政执法改革，加强涉企执法监督，依法保护民营

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提升法律服务水平。四是提升

市场环境，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破除隐性

门槛和不合理限制，规范公共资源交易监管，推动经营

主体发展壮大。五是提升创新环境，加速集聚高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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