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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服务渠道
搭建“政银企交流平台”

自治区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岷山藏
地文旅公司董事长聂学治介绍，2023年，自
治区工商联积极拓展服务渠道，搭建“政银
企交流平台”，与金融机构共同建立民营企
业融资“白名单”，向金融机构推荐26家企
业，涉及融资需求4.6亿元。与农业银行西藏
分行举办政银企对接暨金融产品推介会，为
10家民营企业授信6966万元。同时，组织融
资对接会，协助农业银行为参与“万企兴万
村”行动的民营企业发放贷款86.18亿元。

西藏福帝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拉萨市堆
龙德庆区乃琼镇旭日度假村内，作为一家本
土企业，自2013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开
发和生产青稞、奶渣等高原特色食品。

“工商联作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
在协调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上起到了不可或
缺的作用。比如说我的土地是租赁的，就租
赁期限问题反映给当地工商联，由工商联帮
助我们协调。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自治区
工商联帮助我们企业获得了100万元的无息
贷款，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西藏
福帝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苏清华说。

“除了政策支持，自治区工商联还积极
协调企业参与区外展销会、央企采购会以及
大型超市的采购会等，帮助我们企业开拓更
广阔的市场。”苏清华说，“通过与大型企业
对接，我们可以根据客户需求不断研发新产
品。目前，我们公司已经与天津科技大学合
作研发适合高原的青稞食品，这一合作将进
一步拓展公司的业务范围。”

完善服务机制
进一步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2023年，自治区工商联与自治区税务局

共同印发《西藏自治区2023年助力小微经营

主体发展“春雨润苗”专项行动方案》，“为确
保各项税费支持政策和创新服务举措及时
惠及全区小微经营主体，我们组织工作人员
开展‘进商协会’‘进企业’宣传活动，助推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聂学治说。

西藏山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森
山表示：“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自治区工商
联直属会员企业。工商联在企业与政府之间
扮演着桥梁和沟通渠道的关键角色。通过工
商联，企业能够及时、有效地与政府沟通和协
商，确保企业的声音、需求和意见得到政府的
聆听。面对恶意竞争、不正当竞争、合同纠纷
等问题时，工商联能够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
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此外，工商联还提供
咨询和法律援助等服务，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提升企业的自我保护能力。”

“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税务部门与
银行的合作推动了‘纳税信用’与‘融资信用’
的对接，将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便利条件，大
大缓解企业资金链的压力。”蔡森山提到，“以
前，小规模企业在办理贷款时不了解办理审
批的各项手续，融资需求难以满足。现在企
业只需在线上提交必要信息，银行就可以直
接获取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和纳税金额信
息，银行根据这些信息评估企业的信用状况，
并据此决定授信额度。这种方式极大地简化
了我们获得金融支持的过程。此外，自减税
降费各项优惠政策实施以来，我们公司也享
受到不少税费优惠政策，一定程度上减轻了
像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的负担，让我们‘轻装
上阵’，进一步激发经营主体的活力。”

出台相关政策
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区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摆在

突出位置，支持和服务西藏经济，特别是民
营经济的发展，先后召开全区优化营商环境
暨招商引资工作会议、全区民营经济发展大

会。随着《关于进一步促进新时代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进一步
推动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促进民营经济保生
存谋发展的重点举措》《关于构建民营企业
诉求快速反应机制的意见》《西藏自治区政
商交往正负面清单制度》《西藏自治区建立
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的实施
办法》《依法服务和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的实施意见》等多个助推民营经济发展的政
策文件相继出台，极大增强了民营经济发展
的动力和活力，给民营企业家扎根西藏吃了
一颗“定心丸”。

“岷山藏地文旅扎根西藏十余年，累计投
资超4亿元，我作为企业家，要因地制宜，把西
藏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进青
藏高原文化与西藏生态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给广大游客高品质的体验感，形成高质量、多

层次、全方位的休闲度假旅游消费业态。另
外，我们将持续助力‘百企连百村’助边兴边
行动，推动企业转型发展相结合，在乡村振兴
项目中提出‘党建共建，村企共富’，以高质量
党建夯实可持续发展之基。”聂学治说。

2024年，我区将强化扶持培育企业，落
实“一产一策”“一企一策”，大力实施龙头企
业引培工程，并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更好地支
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各
级有关部门将加强协作，探索建立优质民营
企业“白名单”和融资对接服务机制，召开银
企对接会，助力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并落实“格桑花行动”计划，协助做好企业上
市培育工作。做好“走出去”“请进来”，为企
业搭建交流平台，寻找合作商机。此外，还
将狠抓减税降费政策宣传解读、落地落实，
确保广大经营主体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提振中小企业信心激活转型发展动能
自治区工商联多措并举助推西藏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自治区工商联帮助我们企业获得了100万元的无息贷款，为我们企业的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西藏福帝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苏清华说。

2023年以来，自治区工商联主动发挥桥梁纽带助手作用，建好“民营经济人士之家”，当好服务民
营企业的“贴心人”，有力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多措并举助推西藏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 记者 谭瑞华 权文娟

图为某中小企业内部。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优化企业开办流程营造宽松便捷准入环境

持续压缩企业开办时
间、优化开办环节、简化开
办流程……2023年以来，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始终把
深化“放管服”改革放在突
出位置，围绕企业开办流
程、办理时限、便利度等方
面持续发力，助力经营主
体顺利迈过“第一道门槛”，
截至2023年底，全区经营
主体总量达49.98万户。

文/图 记者 央金卓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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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处处长红
英介绍，我区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全
国一张清单”管理要求，普遍落实“非禁即
入”。不断优化企业开办服务，探索企业开办
移动端办结，企业开办渠道从全程网办拓宽到
下载App或通过小程序办理。企业开办各环
节均可通过移动终端进行填写，并同步完成相
关人员身份认证及电子签名。

目前，我区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
日，申领发票和税控设备、企业社保登记、住房
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医保登记、银行预开户
等环节并联办理，通过全程电子化平台申请企
业开办的经营主体达到99%。同时，我区市场
监管部门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在各领域的应用，
将电子营业执照作为企业办理各项业务的合

法有效身份证明和电子签名手段，不断提高企
业群众办事满意度和便利度。

据悉，2023年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探索开展
“个转企”工作，制定印发《开展个体工商户转
型升级为企业登记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确定
拉萨市为开展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登
记改革试点地。

“没想到这么方便就能将自己的个体户升
级为企业，这样的政策真是既方便又贴心。”近
日，在拉萨市城关区拿到“个转企”营业执照的
李女士高兴地说道。记者了解到，李女士从事
百货批发零售，之前是个体工商户，但在经营
发展后发现个体工商户的主体身份受限，无法
满足经营需求，于是向拉萨市城关区市场监管
局城东注册大厅工作人员咨询。窗口工作人

员了解情况后，建议李女士将个体工商户转型
升级为企业并立即进行对接，开启“个转企”绿
色通道。在工作人员的全程帮助指导下，李女
士很快就办理好了“个转企”转型升级业务，并
于当日领到了企业营业执照。

此外，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推进商事登记
“智能审批”和政银合作新模式，与农业银行、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西藏银行等五
家金融机构密切协作，在七市（地）部分银行营
业网点配发“智能设备”一体机100余台，目前2
万余户个体工商户、2000余户企业通过一体机
申领营业执照或办理变更登记等业务，做到了

“受理零窗口、领证零上门、归档零材料”的“即
办即批、即批即领”服务，打通了政务服务“最
后一公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

区经营主体总量达49.98万户，注册资本（金）
2.59万亿元，同比分别增加14.22%、19.62%。

水美则鱼肥，土沃则稻香，环境优则企业
强。优质的营商环境如同肥沃的土壤，培育着
经营主体的根苗茁壮成长，让广大经营主体活
力和创造力充分迸发，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

红英表示，今年，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将继
续推行企业开办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提
升线上线下融合水平，提高全程网办工作效
率，持续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同时，优化企业
开办服务，推动企业登记规范化、便利化。完
善企业开办系统建设，积极做好自治区级改造
和对接互通。此外，也将积极推进电子营业执
照拓展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