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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长发改〔2025〕10 号

对区政协十五届四次会议
第 090 号提案的答复

办理结果：解决或采纳 签发人：余双

朱侃庶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对区内重点民营企业帮扶纾困的相

关建议”提案收悉。提案围绕建立民营企业动态监测与预警机

制、提供精准帮扶措施、强化法律监管与维权保障等方面，提

出了很多好的建议。非常感谢您对区相关工作的高度关注和大

力支持。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作为上海民营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近年来，

长宁区聚焦民营企业发展，不断加强与民营企业联系走访，持

续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民营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为全区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我区共有民营企业 3.8

万户，占全区企业总数的 75.7%。民营企业已成为长宁经济发

展的“压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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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一是建立小微企业融资

协调机制。2024 年 11 月，根据国家和上海市工作部署，我区

建立了小微企业融资区级协调机制，深入排摸有融资需求企

业，强化银企对接。自协调机制建立以来，全区已联系走访

2923 家企业，推动银行已授信企业 131 家、合计授信额度逾 6

亿元。二是强化“政会银企”四方合作机制。加强与银行等金

融机构合作，宣传惠企金融服务产品，组织开展银企对接活动，

梳理融资需求企业名单，加大商会批次贷“白名单”企业推荐

力度，助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贵慢问题。三是持续推进“长宁企

业贷”批次担保业务。截至 2024 年底，长宁区中小微企业政

策性融资担保贷款余额 23.93 亿元，惠及企业 735 户次，其中

民营企业 602 户，占比 81.9%。2024 年财政贴息贴费金额合计

452.19 万元。修订完善中小微企业政策性担保贷款财政贴息

贴费政策，落实政策“免申即享”。

2、充分发挥基金的带动作用。一是积极发挥产业引导基

金的引导带动作用。近年来，长宁区聚焦市、区重点产业，发

挥政府引导基金的带动效应，赋能重点产业创新发展。区引导

基金出资参与设立宇航基金、生物医药基金，截至 2024 年，

认缴出资 11.27 亿元，已实际出资约 9 亿元，撬动社会资本投

资逾百亿元。引导基金主要投向航天航空、生物医药等领域，

子基金所投项目有华模科技、谱希和光、斯迈康生物等民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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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引导优质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二是鼓励国企开展基金投资。

目前，区属国企国资公司已出资参与上海科创母基金三期基金

项目。科创母基金三期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先进

制造、环保新能源等产业，强化“投早、投小”投资理念，对

区域内符合相应条件的优质企业进行投资。

3、深化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一是提高政策宣传的

精准度和有效性。在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精准推送、宣传

辅导、风险防控、严打骗享等方面持续发力，精准支持各类经

营主体发展。以电子税务局、短信平台、“税小宁”智能 AI

语音外呼等服务平台为支点，构建差异化、互补性、立体式宣

传渠道矩阵。二是用好用足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通过深入

企业调研座谈、专项辅导等方式，了解企业辅助账设立及项目

归集情况，分类归纳问题建议，切实解决企业诉求；完善应享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名册，聚焦重点企业投入研发、产出稳

定到市场成熟的生命周期，向科创企业精准推送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政策，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快享。

4、加强民营企业宣传走访。一是加强向上宣传推荐。推

荐 2 家企业为市工商联国际合作委员会创世成员企业，推荐 3

家企业为市民营科技孵化器地图成员。向市发改委推荐 2 家企

业申报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典型案例。二是搭建民营企业分

享交流平台。开展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月活动，举办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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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场“企业 ESG 能力提升与国际化高质量发展”中外商会海上

沙龙专场活动。举办 10 期民营经济圆桌会活动，区委、区政

府领导及有关部门与企业家进行面对面交流，听取企业家的意

见建议。组织 1000 余家次企业参加民营企业运行情况、社会

责任调查等在线问卷调研，形成企业感受度调研材料。

5、牢牢守住金融风险安全底线。持续夯实“市、区、街”

机制合力，发挥条线、行业、属地等多方力量，牢牢守住金融

风险安全底线。一是依托区级工作方案，加快风险预警响应。

牵头落实区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结合群众来信来电来访、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等，对商务楼宇、园区等重点区域开展非

法集资活动风险排摸，督促行业主（监）管部门落实监测预警。

二是搭建企业服务平台，汇集全区企业信息。开发上线“营商

通”服务管理平台，汇集全区楼宇（园区）、企业注册、走访

服务等信息。牵头协调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积极打通横

向联动、纵向贯通的企业重点难点问题协调调度渠道。

下一步，我区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

济做大做优做强。主要举措如下：

1、搭建诉求闭环解决机制，高效解决民营企业问题瓶颈。

落实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组织民营企业

座谈交流，收集企业意见建议；组织开展专项培训，提高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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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量；聚焦 2024 年重点行业规模靠前的重点企业、市领

导走访企业以及市高能级企业等重点企业名单中的民营企业，

分层分级开展集中走访服务；对于企业反映的诉求做到即知即

办、尽快解决，并落实专人跟踪诉求解决情况，重点诉求上报

市调度专班专责小组、区经济运行专班推进解决。落实重点企

业“服务包”制度，建立企业服务专员队伍，推动企业走访和

诉求解决。

2、完善基金引导机制，持续赋能区域生态培育。继续发

挥政府产业基金撬动社会投资的杠杆作用，同时扎实推进科创

母基金三期基金设立，多渠道帮助我区民营企业拓宽融资渠

道，带动优质民营企业和生态资源落地长宁。继续鼓励国企开

展基金投资，筹备设立长宁国资私募基金，以基金投资方式向

科技民企赋能，共同助力区域科创建设。

3、充分发挥民营企业作用，合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协调推动各项发展政策举措落实落细，做好区新一轮发展政策

的宣传推介，加快落实政策兑付。同时，加快培育经济新动能，

积极发展生产性互联网、直播经济、人工智能+、智能网联车、

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和未来赛道。研究如何更好地培育集聚创

新型民营企业，推动民营企业在合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服

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4、持续推进营商环境优化，不断提升民营企业感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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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化营商环境 8.0 版行动方案为抓手，不断营造稳定、透明、

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为市场注入更

多长期稳定性，确保权力运行不错位、不越位、不缺位。做到

惠企政策对外公开、通俗易懂、便于申请，让企业找得着、看

得懂、拿得到、得实惠。与市场主体多沟通互动，倾听企业心

声，把企业遇到的堵点难点转化为工作的要点重点。

5、凝聚各方工作合力，强化动态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

全面落实国家、市级关于民营经济相关企业、园区的定期监测

工作，全面客观监测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和运行态势，夯实行业

主（监）管部门行业管理职责以及各街镇、园区属地责任的工

作格局，加强部门的信息互通和职能联动。针对辖区内重点企

业、楼宇、人群，开展多层次、全覆盖风险线索排摸，及时识

别、消除非法集资、非法金融活动风险隐患。充分发挥“长宁

营商通”与“服务包”数字平台优势，搭建企业经营情况信息

汇总平台，探索实现动态监测和风险评估。

最后，再次感谢您给支持区内民营企业发展提出宝贵建

议，同时也希望您能够一如既往地关心我区经济发展，把实际

工作中好的建议提供给我们，继续为长宁发展出谋划策。



- 7 -

上海市长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此件公开发布） 2025 年 3月 28日

联系人姓名：盛莹 联系电话：22051162

联系地址：长宁路 599 号 1120 室 邮政编码：200050

上海市长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3月2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