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小企业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

——2024 年 3 月 26 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自治区司法厅厅长 李道军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受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企

业促进条例（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的必要性和依据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强调“中小企业能办大事”。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党中央、国务

院出台了《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文件。2017年 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为激发中小企业

创业创新活力，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促进中小企业健康

成长提供了法治保障。近年来，我区中小企业取得了一定发

展，截至 2023年，全区中小企业市场主体 118.87万家；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01家，排名西部地区第四

位；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737 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1254家。但与发达省份相比，还存在中小企业总量不多、

层次不高、创新能力不强、抵御外部风险较弱等问题，中小

企业面临的成本高、负担重、融资难、融资贵、人才短缺等

问题仍然突出。为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帮助中小企

业有效应对各种困难和问题，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制定《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企业促进条例》是

十分必要的。

制定条例的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

法》，参考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文件，借鉴浙江、江苏、

山东、贵州、四川、河北等地立法经验。

二、办理的过程

草案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起草，自治区司法厅审

查。自治区司法厅向 14个设区的市人民政府、49个自治区

有关单位、基层立法联系点、行业协会和 38家企业书面征

求意见，在司法厅官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通过座谈会和

问卷调查征求企业意见，组织开展立法调研，召开专家论证

会，多次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反复论证修改后，报请自治

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草案经 2023年 11月 2日自治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 3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按程序提请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三、制定的主要内容

草案共十章 52条，包括总则、财税支持、融资促进、

创业扶持、创新推动、市场开拓、服务措施、权益保护、监



督检查、附则，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中小企业促进工作机制。中小企业促进工作

政策性强，涉及面广，需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为确

保各级人民政府特别是有关部门履行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的重要职责，一是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中小企

业促进工作的领导，将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制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建立中小

企业促进工作综合协调机制，协调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的有

关重大问题（第四条）。二是明确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是本自治区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的综合管理部门，负责组

织实施国家和自治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对中小企业促

进工作进行综合协调、服务指导和监督检查。设区的市、县

级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中小企

业促进工作的综合协调、服务指导和监督检查工作（第五条

第一款、第二款）。三是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

门以及税务、海关、金融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中

小企业促进相关工作（第五条第三款）。

（二）关于财税支持和融资促进。为加大对中小企业的

财税支持，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突出问题，一是明确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中

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立中小企业发展

基金，并鼓励社会资本设立投资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第

九条、第十条）。二是明确建立完善便捷、高效、畅通、持



续的政金企融资对接机制（第十三条）。三是明确建立中小

企业信贷激励机制（第十五条）。四是明确金融管理部门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要求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提高小型微型企业

不良贷款容忍度（第十六条第一款）。五是支持中小企业直

接融资（第十七条）。六是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

提供担保融资，鼓励发展供应链金融（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七是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的扶持力度（第二十条）。

（三）关于创业扶持和创新推动。推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一是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和完善创业

扶持政策，建立健全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第二十

二条第一款）。二是明确对各类创业主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

税费减免和补贴等优惠政策支持（第二十三条）。三是明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中小企业发展需要，在国土空间

规划中统筹安排必要的用地和设施，实行弹性供地（第二十

四条）。四是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中小企业梯度

培育力度（第二十七条）。五是明确制定和完善中小企业产

业集群发展规划和专项扶持政策，加强对中小企业产业集群

的财政、金融、产业、创新、土地、人才支持（第二十九条）。

六是推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第三十条）。

（四）关于市场开拓。为进一步激发中小企业发展活力，

一是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实施全国统

一的市场准入和市场监管制度，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不



得对中小企业设定歧视性市场准入条件（第三十四条）。二

是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落实国家和自

治区关于中小企业政府采购扶持政策（第三十五条）。三是

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为中小企业搭建

展示、交易、交流、合作平台，帮助中小企业建立供需对接

渠道（第三十六条）。四是支持中小企业加大对东盟和共建

“一带一路”其他国家市场开拓力度，提高中小企业在国际

市场的竞争力（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五）关于服务保障和权益保护。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解决中小企业普遍反

映的服务信息零散、庞杂，不好找、不好用，以及自身权益

得不到有效保护等问题，一是明确建立服务平台体系和服务

机构（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二是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汇集涉及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提

供在线申请、在线反馈、应享未享提醒等服务，确保惠企政

策落实到位（第四十一条）。三是明确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帮

扶纾困和风险应对机制（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四是明确建

立健全中小企业诉求相应处置机制，对侵害中小企业合法权

益的投诉举报及时受理、依法查处、限时办结（第四十六条）。

五是明确建立中小企业处罚容错纠错机制，公布免罚轻罚清

单（第四十七条）。六是明确建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第四

十八条第一款）。

（六）关于监督检查。从政策跟踪、资金监督、责任追



究等方面作出规定（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一条）。条例属于

促进性立法，内容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措施为主，实施主

体为政府及其部门，更多的是提要求，没有设定法律责任。

以上说明及草案，请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