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田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关于对深圳市
福田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代表建议第 20220010 号的答复

尊敬的李碧君、姚雯莹、吕伟红、陶然、钟雄、黄金城、方亚楠,

谭俊尉、陈婷代表：

深圳市福田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代表建议第

20220010 号《关于进一步加大对福田区本土企业的保护和支持

的建议》收悉。感谢各位代表对福田区本土企业发展的重视和支

持，我中心作为主办单位，会同区财政局、工商联，对各位代表

提出的建议答复如下：

一、关于建议“坚持把培育壮大本土企业作为推进我区发展

的重要战略举措”

福田区政府聚焦市场主体，始终把本土企业的生存发展问题

摆在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发展规划的制定、产业资源的分配、

服务系统的完善、数字平台的建立等方面，对福田注册的本土企

业的需求给予高度重视，制定了五年的中长期计划，出台一系列

的产业政策措施，释放更多的产业资源，不断完善企业服务体系，

丰富数字平台服务模式，致力于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福田

本土企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在发展规划方面。根据辖区经济的发展现状，对中长期

的产业发展，做出系统研判、科学决断，制定了《深圳市福田区

现代产业体系中长期发展规划(2017-2035 年)》(每年根据情况

进行调整)，从综合实力、产业层次、质量效益及发展环境等因

素多维度剖析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形势，不断完善福田

的产业结构，从而培育壮大本土企业的发展环境。

二是在产业资源方面。从 2019 年以来，福田区政府不断优

化调整产业政策，完善“1+1+9”政策体系，设置 9 个政策 15 个

措施 250 个项目的产业政策，涵盖了资金政策、人才政策、产业

空间等企业极为关注的资源问题。政策的支持对象原则为注册地

在福田、在福田纳税、统计关系在福田的企业，福田区政府高度

重视福田本土企业的发展，产业资源主要向福田本土企业倾斜。

下一步福田区将进一步完善“个转企、小升规、规做精、优上市”

全链条政策支持体系，培育壮大福田本土企业。2021 年，产业

资金政策项目拨付率达 87.4%，涉及资金 19.13 亿元，人才奖励

资金 8.8 亿元，配置政府产业空间约 10.4 万平方米。

三是在服务体系方面。构建分类服务体系，根据《福田区重

点企业专班服务工作机制》，建立“1+N”服务模式，即“1 位

区领导+牵头部门+责任部门+相关单位”组成专班服务组，特别

对本土重点企业已建立了政企交流常态化机制，每年开展区领导

干部挂点服务企业工作。实现“市—区—街道”三级服务响应联



动，由区领导、各产业部门及街道主要负责人，对辖区重点企业

进行“一对一”服务。通过分类分级的服务模式，畅通“线上+

线下”服务渠道，线上渠道以微信互动群为主，线下渠道包括实

地调研、座谈会、服务专员“点对点”对接等，及时精准掌握本

土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及经营诉求等，全力做好本土重点企业的服

务工作。2021 年，福田区政府各部门累计上门服务联系企业超

过 1.1 万家次，解决问题 2855 个。

四是在数字平台方面。搭建企业服务智能系统平台，实现跨

部门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推动产业资源政策自动匹配，推动福

田本土企业服务进入智能化、数字化服务时代。增设企业服务智

能系统平台互动界面，贯通 PC 端、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打通

各产业部门及街道服务企业的响应端口，实现问题建议一键提

交，诉求办理零耽误等功能升级。同时，不断丰富福田本土企业

数据库，掌握企业的经济数据和发展趋势，建立产业新项目数字

评价系统平台，实现平面化、日常化收集整合企业各维度数据，

现已有企业画像标签超过 60 万条。

二、关于建议“进一步优化本土企业发展的政务环境”

一是福田区持续优化提升政务服务。在全市率先打造信用审

批示范大厅，率先做到 7x24 小时一次性自助领取营业执照和免

费印章等证照物件，通过压缩办事时限,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福

田率先启动“秒批”模式，依托移动终端(人脸识别、统一身份



认证),通过智慧福田 APP,着力打造全市首个街道事项“秒批”

业务全覆盖的行政区。压缩外资企业开办时限，开通重点外资企

业绿色备案通道,福田企业设立备案由 3 个工作日压缩至 1 个工

作日,压缩时限 66%；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由 4 个工作日压

缩至 2 个工作日,压缩时限 50%。

二是其他为本土企业提供便利内容。代表们提到了融资、减

税降费等问题，福田区政府不断整合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便利，

如直击企业融资难的痛点问题，福田区政府对注册在福田的工

业、商业、高端服务业、科技创新、文化体育旅游业等类型的本

土企业，推出贷款贴息的政策，以缓解本土企业融资难的实际经

营问题。另外，区工商联不断完善聚合式“金融超市”，联合银

行、证券、基金、保险等金融机构，破除瓶颈制约，保护市场主

体行稳致远。分别与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宝生村镇

银行、北京银行深圳分行签订合作协议，联合交通银行创新服务

模式，首创“科创审批中心”，帮助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

问题。另外，在减税降费方面市区财政部门已成立一把手任组长

的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推进减税降费工作的落实；执行中

小微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保险费的 60%返还政

策。

三、关于建议“将本土名优企业纳入政府采购范畴”

代表们提到“在技术、服务等指标满足采购需求前提下，优



先选择本土中小企业服务用于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的建议，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四）和（七）项列明的对

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的情形，不利于促进供应商之间充分竞争，

也不利于形成统一、规范、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特别是政府投

资建设的项目一般金额大，社会关注度高，若存在妨碍公平竞争

的做法，更容易引起社会稳定问题。代表们希望通过“以本区企

业优先入选作为前提”，以实现推动本区本土企业的业绩增长且

提高区政府的税收，“将本土名优企业纳入政府采购范畴”的事

项，背离了现行法律法规运行原则，暂无法实现。

四、关于建议“加强对本土企业的培育”

一是推动“点线世界”专业服务交易中心运营升级，不定期

举办“院士讲堂”，邀请国家院士为辖区企业家授课，有目的、

有计划、系统性地开展培训。每月定期举办服务力、营销力、诚

信力三大实战营，每年累计参加人数 1100 余人。同时，面向辖

区本土企业，举办形式多样的文体类活动，通过各种交流培训活

动，不断完善企业家培训交流体系。

二是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福田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实施

方案》，明确依托革命老区、高等院校等主题教育示范基地，每

年组织开展青年一代企业家理想信念教育培训班和企业家高级

研修班，持续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提升本土企业家



综合素质，加快培育形成我区优秀企业家群体。

三是举办“同心汇智凝心聚力再出发”企业家培训班，根据

企业家需求，针对性开设 11 节课程，帮助企业家开拓视野、提

升经营管理水平，通过学习交流，为企业家提供沟通交流、资源

对接、经验分享、合作共赢的平台。

再次感谢各位代表对我区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同时关注福

田区本土企业，为推动福田区本土企业的发展建言献策，共同营

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福田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

2022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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