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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
21日下午在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
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各类市场主体蓬勃成
长。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
我国很多市场主体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市场主体是经济
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要千方百计
把市场主体保护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
推动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为经济发展积蓄基
本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座谈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指示
精神，进一步规范政商交往行为，推
动政商交往亲而有度、 清而有为。7
月20日，湖南省纪委监委出台《关于
规范政商交往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
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详
细内容请扫报眉二维码）

规范政商交往， 推动构建亲清
政商关系， 既要督促党政机关和公
职人员认真履职，主动作为，又要划
清交往“红线”，列出负面清单，让公
职人员放下思想“包袱”，与企业家
大胆交往。《意见》的出台，就是为政
商交往提供一张“明白卡”。

为政商亲清交往提供“明白卡”

《意见》要求，政商交往要“亲”，
督促认真履职， 促进党政机关及公
职人员与企业正常交往， 要全面履
行职责，积极担当作为。从落实惠企
政策、 优化涉企服务、 维护合法权
益、加强政商交流、助力企业发展五
个方面鼓励党政机关和公职人员主
动作为、靠前服务，积极帮助企业排
忧解难。 明确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
干部可以参加企业和商会、 行业协
会举办的座谈会、茶话会、年会等各
类公开商务活动， 加强政商交流互
动，主动助力企业发展壮大。

同时，《意见》列出负面清单，厘
清党政机关及公职人员与企业交往
界线。政商交往的“清”，就是党政机
关和公职人员与企业及其负责人交
往有度，有交集不搞交换，有交往不
搞交易。 要求党政机关及公职人员
尤其是领导干部在与企业及其负责
人交往中，应当以党纪政纪、法律法
规为准绳，不越纪、不触法、不谋私。

《意见》从谋取个人私利、违规获取
薪酬、 违规收受财物、 违规干预经
营、 滥用监管职权五个方面明确12
项禁止性内容， 为政商交往画出了
公私界线，提供了基本遵循。

恶意“围猎”公职人员，依法严查

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在鼓励主动作为， 列出负面清单的
基础上，还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
大对官商勾结、 权钱交易等违纪违
法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意见》
强调，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
化监督执纪问责， 督促各级党政机
关及公职人员把正面清单与负面清
单结合起来， 既守住底线、 把好分
寸，又大胆履职、担当作为。

《意见》要求，加强监督检查。对
在政商交往中反映比较突出的“亲
而不清”“清而不亲” 各种行为做到
早发现早纠正早处理； 加强纪检监
察机关与统战部、工商联、优化办等
有关机构的工作联系， 建立健全涉
及政商交往和营商环境的问题线索
受理、移送和督办机制，畅通12388
等信访举报途径， 及时受理和处置
相关投诉举报。

激励担当作为。坚持“三个区分
开来”，区别对待在推动企业发展中
出现的失误错误， 激励党政机关及
公职人员主动担当作为。 加大对诬
告陷害行为的打击力度， 对政商交
往中受到不实举报的党员干部及时
澄清正名，积极倡树宽容失误、鼓励
担当的鲜明导向。

同时，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对
恶意“围猎”公职人员的，将依法从
严查处。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殷宇璐

持续提升投资建
设便利度。

优化再造投资项目
前期审批流程，实行项目
单位编报一套材料，政府
部门统一受理、 同步评
估、同步审批、统一反馈。
加快推动工程建设项目
全流程在线审批。

进一步简化企业
生产经营审批和条件。

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清理教育、医疗、体育等
领域不合理准入条件。年
内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管理权限下放到省级。
降低小微企业等经营成
本，支持地方开展“一照
多址”改革。

优化外贸外资企
业经营环境。

提高进出口通关效
率，推行“提前申报”，优
化“两步申报”通关模式。

进一步降低就业
创业门槛。

优化货运驾驶员、兽
医等部分行业从业条件。
促进人才流动和灵活就
业， 明年6月底前实现职
称信息在线核验。

提升涉企服务质
量和效率。

推进企业开办经营
便利化， 放宽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场
所限制。提升纳税服务水
平，年内基本实现主要涉
税事项网上办。进一步提
高商标注册效率。优化动
产担保融资服务。

完善优化营商环
境长效机制。

建立健全以实施效
果为重点的政策评估制
度。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
联系机制，加快建立营商
环境诉求受理和分级办
理“一张网”。

习近平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强调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

推动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

习近平指出， 改革开放
以来，一大批有胆识、勇创新
的企业家茁壮成长， 形成了
具有鲜明时代特征、 民族特
色、 世界水准的中国企业家
队伍。 企业家要带领企业战
胜当前的困难， 走向更辉煌
的未来， 就要弘扬企业家精
神，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
展格局、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
军。要增强爱国情怀，把企业
发展同国家繁荣、 民族兴盛、
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
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要勇
于创新， 做创新发展的探索
者、组织者、引领者，勇于推动
生产组织创新、 技术创新、市
场创新， 努力把企业打造成
为强大的创新主体。 要做诚
信守法的表率， 带动全社会
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提升。
要承担社会责任， 努力稳定

就业岗位，关心员工健康，同
员工携手渡过难关。 要拓展
国际视野，立足中国，放眼世
界，提高国际市场开拓能力，
提高防范国际市场风险能
力， 带动企业在更高水平的
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

习近平强调， 在当前保
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
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
下， 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
自己的事， 充分发挥国内超
大规模市场优势， 逐步形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从长远看，经济全球
化仍是历史潮流， 我们要站
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坚持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
领域开放合作， 推动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 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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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 海康威视数
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陈宗年，中国中
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
组书记宁高宁， 武汉高德红
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立
等7位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
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 市场主体是我
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
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
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 在国
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 习近平向广大国有企
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港
澳台资企业、 个体工商户为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 党中央明
确提出要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各地区
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支
持市场主体的政策措施，要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 使广大市场主
体不仅能够正常生存， 而且

能够实现更大发展。 一要落
实好纾困惠企政策。 实施好
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
更加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
增强宏观政策的针对性和时
效性，继续减税降费、减租降
息， 确保各项纾困措施直达
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二
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 实施好民法典
和相关法律法规， 依法平等
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
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
权，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制度。 三要构建亲清政
商关系。 各级领导干部要光
明磊落同企业交往， 了解企
业家所思所想、所困所惑，涉
企政策制定要多听企业家意
见和建议， 同时要坚决防止
权钱交易、 商业贿赂等问题
损害政商关系和营商环境。
四要高度重视支持个体工商
户发展。 积极帮助个体工商
户解决租金、税费、社保、融
资等方面难题， 提供更直接
更有效的政策帮扶。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打造中国企业家队伍

四大举措

五点要求

国办印发《关于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更好服务市场主
体的实施意见》

支持地方开展
“一照多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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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和老板怎么打交道？省纪委出台《意见》

政商交往列明
“清”单和“亲”单

记者7月21日从中央政法委获
悉， 政法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合同
诈骗、 非法经营等破坏市场经济秩
序的犯罪和侵害经营主体人身、财
产权利的违法犯罪活动。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
法保障和服务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
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
指出，要运用好执法司法政策，以稳
市场主体推动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落实“少捕慎诉”的司法政策，依
法减少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 减少
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依法
慎重适用财产强制措施， 依法妥善
处理涉疫情民事纠纷， 依法合理采
取民事执行措施， 鼓励和引导当事
人互谅互让、共担风险，通过和解、
调解等方式解决纠纷。

意见强调， 要强化营商环境执
法司法保障， 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
体活力。 坚持各类市场主体法律地
位平等、 权利保护平等和发展机会
平等， 推动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
权保护制度， 建立完善公平公正的
司法审判机制和司法监督机制，营
造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执法司
法环境。 准确界定企业生产自救过
程中的行为性质， 严格区分经济纠
纷和经济犯罪。 落实和完善对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
依法包容审慎监管， 推动企业提升
科技创新力和市场竞争力。 切实保
障科研人员依法享有的职务科技成
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 促进更多
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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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中央政法委：
依法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