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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政办发〔2023〕44 号

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阳泉市 2023 年市场主体提升年

行动计划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

《阳泉市 2023 年市场主体提升年行动计划》已经市人民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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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市 2023 年市场主体提升年行动计划

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市场主体提升年行动计划，落实市委

市政府关于开展市场主体提升年的安排部署，促进市场主体扩数

量、提质量、增效益、优结构，全面激发高质量发展新活力，结

合实际，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工作目标

总量保持稳步增长。市场主体总体继续保持蓬勃发展良好态

势，市场主体增速达 19.23%，企业增速不低于 22%。2023 年底

前，力争全市市场主体净增 2.5 万户，其中企业数量净增 7300

户。

结构持续调整优化。市场主体多元发展，企业梯次培育成效

显著提升，产业布局更加优化，“十大平台”市场主体集聚效应

更加凸显。2023 年底，力争全市市场主体中企业占比接近 26%，

达到 40600 户，每千人拥有企业数达到 30 户；“十大平台”集

聚市场主体约 3.3 万户左右。

质量效益逐步提升。企业对 GDP 增长及税收、就业增加的贡

献率不断攀升，市场主体综合实力、创新能力、经济效益明显提

升。2023 年底前，力争涉税市场主体占比达到 50%。

二、重点任务

（一）开展个体工商户转型提升行动



— 3 —

贯彻落实《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及我市具体措施，在

税费、金融、平台、表彰奖励等方面进行帮扶，探索构建保险保

障扶持模式，持续开展“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提振经营信

心，激发个体工商户活力。持续加大“个转企”支持力度，认真

落实《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倍增质升的若干措施》，健全完善“个

转企”培育机制，加大培训力度，引导个体工商户转企转型发展。

积极推动落实“个转企”相关奖补政策，转企后三年内仍享受原

个体工商户税费优惠政策。2023 年底前，力争全市新培育“个

转企”60 户。（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区）

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配合）

（二）开展“小升规”培育提升行动

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动我市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升级的实施意见》（阳办发〔2021〕11 号）文件精神，将

省定指标分解到各县区（含高新区），通过全面摸底调查、动态

培育建库、加强政策宣传等措施，积极培育“小升规”企业，壮

大市场主体。2023 年底前，力争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净增 70 户。

（市中小企业发展中心（37 户）牵头，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33

户）、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配合）

建立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重点企业名录。培育形成一批带

动力强的现代流通骨干企业、中小商贸企业。2023 年底前，力

争全市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总数突破 440 家。

（市商务局牵头，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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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会配合）

培育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实推进服务业提质增效行动计

划，分类建立服务业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市发改委牵头，市直

有关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配合）

（三）开展“规改股”培育提升行动

鼓励中小企业进行规范化股份制改造，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按照省小企业发展促进局要求积极做好规范化股份制改造奖励

资金申报工作。2023 年底前，力争新培育 5 家企业进入规范化

股份制改造程序。（市中小企业发展中心牵头，市直有关部门、

各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配合）

（四）开展“股上市”培育提升行动

实施企业上市“倍增”计划，持续深入开展入企服务，强化

对后备资源的指导培育，在全市 5 个资本市场县域工程试点地区

积极培育区域性行业龙头和特色产业，引导企业积极入选上市挂

牌企业后备资源库，推进企业上市挂牌梯队建设。持续发挥企业

上市“绿色通道”作用，减轻企业上市挂牌负担，提高我市企业

上市挂牌成功率。2023 年，力争全市“晋兴板”挂牌企业新增

10 家，并加大对现有优质企业的帮扶力度，助推企业加快挂牌

新三板。（市金融办牵头，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

高新区管委会配合）

（五）开展“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企业培育提升行动

加强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积极推荐培育“专精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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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进一步引导全市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助推全市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2023 年底前，力争新增 15 户“专

精特新”企业。（市中小企业发展中心牵头，各县（区）人民

政府、高新区管委会配合）

落实科技型企业相关扶持政策，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认

定。支持引导高新技术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承担科技计划项目，

加大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培育扶持力度。推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

合，缓解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问题。2023 年底前，力争全市备案

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220 家，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35 家，新培

育高科技领军企业 3 家。（市科技局牵头，市直有关部门、各县

（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配合）

（六）开展“十大平台”集聚提升行动

巩固提升链长制延链强链。新培育一批省级重点产业链企

业，建强新能源电池、新型有色金属和新型装备制造等 9 条市级

重点产业链。发挥“链主”企业特色优势，实施“政府+园区+

链主”招商。加大对“链主”“链核”企业支持力度，促进产业

链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2023 年底前，力争

全市产业链上下游及关联市场主体达到 680 户。（市工信局牵头，

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配合）

巩固提升专业镇梯次培育。构建市县两级专业镇梯度培育体

系，支持首批市级重点专业镇率先发展，发挥产业基础、特色和

优势，全力打造样板标杆。深入推进“专业镇+市场主体”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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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聚焦专业镇主导产业，围绕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引进培

育一批龙头企业，招引孵化一批上下游配套企业。全年力争成功

申请省级专业镇 1 个以上，市级专业镇规上企业新增 10 户以上，

总产值同比增长 10%以上。2023 年底前，力争全市专业镇集聚市

场主体 480 户左右。（市工信局牵头，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区）

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配合）

重点推动乡村 e 镇建设。推进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体系

贯通发展，完善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统筹建设县级公共仓配中心，

提高全市农村寄递物流服务全覆盖质量。着力构建“产业+电商+

配套”可持续发展电商生态体系，推动平定县、盂县、郊区乡村

e 镇全部建成运营。2023 年底前，力争全市乡村 e 镇集聚市场主

体总数 2400 户左右。（市商务局牵头，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区）

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配合）

重点打造文旅康养集聚区。围绕文化体验、山岳度假、康养

健身等类型，推动盂县打造省级文旅康养集聚区，持续推进娘子

关泉上文旅特色小镇、梁家寨温泉康养度假区、冠山书院文旅康

养基地 3 个文旅康养示范区创建单位加大建设力度。指导桃林沟

桃河民俗文化园、城区滨河新天地商业广场等区域开展旅游休闲

街区、夜间文化业旅游消费集聚区创建，推出 2 条特色文旅康养

旅游线路。2023 年底前，力争集聚星级酒店、精品民宿、特色

文创、旅游服务、康养等市场主体 360 户。（市文旅局、市民政

局牵头，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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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高质量打造“双创”平台。持续提升山西智创城 NO.7、阳

泉产业技术研究院、清研阳泉等各类双创平台服务能级，构建“创

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的“双创”全链条培育体系。

持续推进省级双创示范基地、省级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

企业技术中心、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创业示范园区、小微企业创

业创新基地等双创载体建设。2023 年底前，争取新增各类省级

创新平台 5 家，认定市级平台 10 家。力争各类省级及以上双创

孵化平台入驻企业 2000 户，带动就业 2 万人。2023 年，力争高

水平双创平台集聚市场主体 3390 户。（市发展改革委牵头，市

科技局、市工信局、市人社局、市中小企业发展中心，各县（区）

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配合）

重点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积极开展农业全产业链省级重

点链认定工作，加大对“链主”企业的培育力度，稳步推进农业

全产业链项目建设。按照“链长制”健全、链主企业实力强、产

业融合层次深、参与主体多元、联农带农机制等要素，通过市级

申报、省级确认，建设 1 条农业全产业链省级重点链。鼓励农业

龙头企业积极推行标准化生产，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

品、有机食品等，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鼓励农业龙头企业

积极树品牌创名牌，实施品牌战略和外向型发展战略，增强农产

品市场竞争力。2023 年底前培育 1—2 个企业进入国家级重点龙

头企业递补库，新增省级龙头企业 5 家，递补市级龙头企业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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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培育创建 5 家市级以上家庭农场，5 家市级以上农民专业合

作社。（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区）人民政

府、高新区管委会配合）

持续打造城市“烟火气”集聚区。发展一批布局合理、功能

完善、业态多元、服务便捷、管理规范、群众满意的“烟火气”

集聚区。发展“一店一早”，推动连锁品牌和其他各类便利店

和早餐点进社区；补齐“一菜一修”，按照一定标准改造提升

各种形式的菜市场，让配钥匙、修鞋等“小补小修”规范有序

回归百姓生活；服务好“一老一小”，建设完善老年康护、幼

儿托管服务设施及机构，培育发展更多的业态和市场主体。2023

年底前，力争带动集聚市场主体总数 300 户左右。（市商务局

牵头，市民政局、市教育局等市直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

高新区管委会配合）

持续打造开发区升级版。持续深化开发区“承诺制+标准地

+全代办”改革，加大“承诺制”改革事中事后监管力度，提

升“全代办”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数字化水平。滚

动开展“三个一批”活动，引导企业、项目、资源、要素加快

向开发区集中。支持开发区培育“专精特新”企业，谋划引进

落地一批具有引领性、牵引性、突破性的重大项目，高标准谋

划实施一批打基础、利长远的重大项目。支持开发区引入市场

化、专业化的高成长性企业服务机构。支持开发区开展中小企

业园创建申报工作，帮助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2023 年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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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开发区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10 户，新增“四上企业”30 户，

力争集聚市场主体总数 2.2 万户左右。（市商务局牵头，市直

有关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配合）

加快培育数字经济市场主体。夯实“数智新城”领跑优势，

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制定出台《阳泉市推动数智新城建设实施方

案（2023—2025 年）》《支持直播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等支持市场主体倍增的政策文件。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新建

5G 基站 1000 座以上，打造“双千兆”网络城市。进一步做好数

字经济产业发展布局，形成产业集聚，持续招引一批大数据、信

息化、人工智能企业落地阳泉。提高网络货运车、货平台交易比

重，力争全年网络货运平台注册车辆突破 10 万辆，货运交易额

突破 9 亿元。设立数字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大力实施数字经济人

才引育工程。2023 年底前，力争全市数字经济平台集聚市场主

体 2000 户。（市大数据局、市交通局牵头，市直有关部门、各

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配合）

发展壮大楼宇经济。按照“盘活提升一批存量楼宇、招商新

建一批品质楼宇、规划管理一批特色楼宇”的思路，学习借鉴太

原市小店区楼宇经济发展政策措施，以城区为试点，研究出台促

进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深入实施“3666”工程，建立

“一楼十员”、楼宇信息化、楼宇周边配套三大服务体系，打造

总部经济、商业综合体、怀旧商业街、创业孵化、城市综合体、

商务经济六大样板区域，强化党建引领、政务服务、集成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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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务、协同治理、宣传推介六项工作机制，培育楼宇高端化、

品牌化、特色化发展，形成“业态集中、特色鲜明、差异布局”

的楼宇经济发展格局。2023 年底，力争全市楼宇经济平台入驻

市场主体 630 户左右。（市发展改革委牵头，市商务局、市招商

中心、各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配合）

三、组织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统一思想、提

高站位，对照本行动计划，细化配套实施方案，提出具体落实举

措，形成市场主体提升年的任务书、施工图、时间表。

（二）抓好政策落地。聚焦市场主体倍增一揽子政策措施，

实施清单管理、定期调度、工作通报、督查督办等工作机制，凝

聚抓政策落实的工作合力。市县两级要合力推动涉企政策服务平

台建设，实现奖补资金“一键直达”、惠企政策“免申即享”。

（三）强化调查研究。要开展常态化入企调研，主动向市场

主体问计、问需、问效，精准帮扶解决实际困难，切实解决好基

层反映的突出问题。属于软环境的问题一周整改到位，属于硬环

境的问题三个月整改到位。

（四）强化助企纾困。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市场主体联络

点制度，坚持“一企一策”，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各级工作专

班要建立同“12345”热线营商环境专席和民营办的企业问题诉

求协调对接机制，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建立与同级政府督查室

的协同联动机制，将推进不力的列入“13710”督办系统，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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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

（五）强化考核评价。定期开展政策落实情况评估，逐条逐

项跟踪问效，倒逼各级各部门政策落地落实落细，将评估结果作

为各县区和市有关单位营商环境考核的重要依据，切实推动以考

促优、以评促进。

附件：《阳泉市 2023 年市场主体提升年目标任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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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阳泉市 2023 年市场主体提升年目标任务

平均

增长率

（%）

市场

主体

总量

市场

主体

净增

量

企业

增速

（%）

企业

净增

量

企业

总量

企业

占比

（%）

千人

拥有

企业

数

净增

市场

主体

中企

业占

比

（%）

涉税

市场

主体

增速

（%）

涉税

市场

主体

净增

量

涉税

市场

主体

总量

涉税

市场

主体

占比

（%）

净增市

场主体

中涉税

市场主

体占比

（%）

备注

2023 年

目标
19.23 155000 25000 22 7318 40579 26 30 29 28 16950 77500 50.00 68

2022 年

情况
31.97 130295 31563 21 5811 33261 25.53 25.37 18.41 25.8 12400 60550 46.47 39.29

注：2022 年情况以省级通报数据为主，无省级通报数据的，采用市级查询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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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市 2023 年市场主体提升年“十大平台”目标任务

十大平台
产业链

链长制
专业镇

文旅

康养

集聚区

农业

龙头

企业

高水平

双创平台

乡村

e镇

楼宇

经济

开发区

升级版

城市

烟火气
数字经济 合计 备注

2022 年市

场主体数
591 415 120 79 2824 1431 525 17940 212 1664 25801

2023 年市

场主体预

期数

680 477 360 91 3390 2435 630 22425 300 2000 32788

预计增速

（%）
15 15 200 15 20 70 20 25 42 2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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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市 2023 年市场主体提升年分行业目标任务

行业类型 主管部门

2023 年预计

市场主体 企业 个体

户数
新增

任务数

同比

（%）
户数

新增

任务数

同比

（%）

占比

（%）
户数

新增

任务数

同比

（%）

占比

（%）

A 农、林、牧、渔

业

市农业农村局、

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

7700 1226 19 1850 363 24 24 2950 761 35 38

B 采矿业
市工信局、市能

源局
292 8 3 250 8 3 86 42 0 0 14

C 制造业

市工信局、市中

小企业发展中

心

8200 1207 17 3370 598 22 41 4830 609 14 59

D 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

市城市管理局、

市能源局、市工

信局、市水利局

440 20 5 420 17 4 95 20 3 18 5

E 建筑业 市住建局 3700 595 19 3200 492 18 86 500 103 26 14

F 批发和零售业
市商务局等市

直有关部门
82000 14306 21 18600 4069 28 23 63400 10237 19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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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类型 主管部门

2023 年预计

市场主体 企业 个体

户数
新增

任务数

同比

（%）
户数

新增

任务数

同比

（%）

占比

（%）
户数

新增

任务数

同比

（%）

占比

（%）

G 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

市交通局、市邮

政管理局
6900 414 6 1480 155 12 21 5420 259 5 79

H 住宿和餐饮业
市商务局等市

直有关部门
17000 2851 20 690 164 31 4 16310 2687 20 96

I 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

市大数据局、市

工信局
2000 336 20 1250 268 27 63 750 68 10 38

J 金融业

市金融办、人行

阳泉支行、阳泉

银保监分局

660 0 0 652 0 0 99 8 0 0 1

K 房地产业 市住建局 1200 144 14 1000 81 9 83 200 63 46 17

L 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

市商务局及市

直有关部门
6500 962 17 3200 502 19 49 3300 460 16 51

M 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
市科技局 2700 394 17 2370 328 16 88 330 66 2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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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类型 主管部门

2023 年预计

市场主体 企业 个体

户数
新增

任务数

同比

（%）
户数

新增

任务数

同比

（%）

占比

（%）
户数

新增

任务数

同比

（%）

占比

（%）

N 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业

市水利局、市生

态环境局、市城

市管理局

346 66 23 300 66 28 88 46 0 0 12

O 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

市商务局及市

直有关部门
12500 2054 20 970 208 27 8 11530 1846 19 92

P 教育 市教育局 180 0 0 146 0 0 81 34 0 0 19

Q 卫生和社会工

作

市卫健委、市民

政局
750 127 20 270 51 23 36 480 76 19 64

R 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

市文旅局、市体

育局
1900 265 16 680 66 11 36 1220 199 19 64

合计 155000 25000 19 40700 7435 22 26 111400 17467 19 72

注：1.表中数据按照市场主体总数增长 19%（总数约 155000 户）、企业总数增长 22%（总数约 40700 户）、农合 2900 户测算。

2.2023 年预计数据中，考虑到部分行业的实际情况，数据无法严格取整。各行业企业、个体预计数之和可能与全市整体目标数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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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市 2023 年市场主体提升年分县区目标任务

县区

2023 年预计

市场主体 企业 个体

户数 新增任务数
同比

（%）
户数 新增任务数

同比

（%）

占比

（%）
户数 新增任务数

同比

（%）

占比

（%）

城区 31859 5310 20 8239 1541 23 26 23983 4162 21 75

矿区 13693 2282 20 3081 576 23 23 10744 1865 21 78

郊区 19469 3245 20 4882 913 23 25 14603 2534 21 75

平定 35788 5965 20 8632 1614 23 24 26353 4574 21 74

盂县 35362 5894 20 8545 1598 23 24 25464 4419 21 72

阳泉高新区 20651 4130 25 7660 1532 25 37 12511 2171 21 61

全市合计 155000 25000 19 40700 7435 22 26 111400 17467 19 72

注：各县区预计数据采用同比增速取整数且略高于全市整体目标要求的方式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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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中级

法院，市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