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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中小企业协会 2022年工作报告 

 

 

2022 年，协会紧紧围绕落实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在省经信厅的指导和省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坚持

把提振企业信心，助企纾困解难，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作

为去年工作重点，认真履行“代言、维权、服务、自律”的

工作职责，攻坚克难，积极开展各项工作，较好完成了全年

各项目标任务。 

 

2022 年工作回顾 

 

一、积极建言献策，当好中小企业“代言人” 

协会充分发挥中小企业“代言人”作用，搞好调查研究，

去年根据省上有关部门要求积极建言献策 5 次。对四川省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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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函，提出意见予以回复。参与省人

大常委会经济委员会组织的疫情影响下助企纾困政策落实

情况专题调研活动，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与 20 余家会员企业

取得联系进行沟通，了解当前企业面临困难和需求，形成专

题报告提交省人大。专题报告从疫情对市场主体主要影响，

当前中央和省级层面制定出台的助企纾困政策成效评估，政

策实施中存在的赌点难点及原因分析，对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持续助企纾困的政策建议等，为有关部门开展有针对性帮扶

中小企业提供了参考建议。 

协会受邀参加了省民政厅召开的稳经济促就业座谈会，

在会上提出了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持续助企纾困的政策建议。

建议政府拉动内需，努力帮助中小企业拓展市场，加大金融

支持力度，多考虑中小企业行业的差异性、制定切合各类型

行业的后疫情时期长期帮扶政策，加强对疫情影响突出行业

的帮扶。对于受疫情影响暂时处于困难期中小企业水电气及

社保缓交不能一刀切，不能直接跟企业断水断气断电。协会

对助企纾困所做的工作和企业面临的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

了建议意见。参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征求《关于深入

推进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修改意见建议的函，

同意与省高院、省发改委、省住建厅、省市场监管局等 13 部

门共同发文进一步健全我省一站式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 

二、开展各类公益培训，提升中小企业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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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均出台多项助企纾困政策措

施，以进一步减轻疫情对企业影响，帮助中小微企业市场主

体纾困解难，提振信心稳定预期，促进企业健康平稳发展。

在调研企业难点痛点基础上，协会针对性的开展了企业需要

的公益培训及活动。 

先后组织线上线下公益培训及活动 22 场次 600 余人次

参加。培训受众包括董事长、总经理、中高层人员及骨干员

工。课题涵盖政策法规、经营管理、企业创新、企业融资等

各个方面。主要包括：中小企业助企纾困、增值税留抵退新

政解析、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精益生产（直播）、外

向型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题、管理者素质提升、食品生产

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解析、食品企业销售人员沟通能力提

升、省科技厅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指南征集资料编撰辅导线上

培训、企业实现高效融资的有效途径主题沙龙、企业老板管

控财税风险解决融资难沙龙。 

三、围绕企业难点组织活动，做好助企纾困培优工作 

协会继续与深交所西部基地联合主办了中国（西部）领

先成长性企业常态化融资路演活动“专精特新”专场。受邀

组织 30 家企业参加成都锦城学院 2022 届毕业生春秋两季现

场双选招聘会，两次共收到 300 余份简历，与 180 多名应届

毕业生达成初步意向。配合省经信厅“送政策到园区到企业”

益企计划，以园区企业需求为导向组织协会各专工委会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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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公益服务。协会陆续通过邮寄和会议赠送方式发送省经

信厅编制的助企纾困政策措施汇编 50 余本。 

组织企业参加“贡嘎培优”及“专精特新”企业专场融

资对接会。组织 22 户专业服务机构会员单位挂牌入驻眉山

市企业服务平台。组织 5 家会员专业机构报名国家“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专属服务产品名录。组织会员企业注册省经信

厅官网天府云销平台，帮助会员企业在政府网站宣传产品拓

展市场。组织食品、轻纺、医疗大健康、酒业等 20 家企业推

荐进入省经信厅组织的消费品精品进机关活动，5 天时间企

业销售金额 20 余万元。 

去年在助企纾困培优工作中，培育四川旭阳环保公司申

请成为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成都开飞高能化学工业有限公

司和中嵌自动化科技公司、四川漫威龙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等成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协助成都协盛隆食品公司完成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认定。帮助成都恩普生医疗科技就

公司新的发展战略方向对接省经信厅电子信息处。走访四川

好职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就公司申请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

新技术企业给予了政策讲解。 

四、走访服务企业及园区，帮助会员企业排忧解难 

2022 年因疫情防控时间较长次数较多，加之各地防控政

策不一，给走访服务企业造成了一定困难。协会秘书处想方

设法组织专工委会相关专家顾问积极为会员企业和园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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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服务。先后赴遂宁、眉山、成都等地走访了 13 家企业、3

家工业园区、1 家企业服务中心，尽可能帮助企业园区解决

难题。 

在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方面还做了以下工作：走访大英县

四川康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企业享受疫情期间增值税留

抵退和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等给予了专业指导。走访彩虹

电器集团就传统采购模式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进行了沟通。

走访天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企业准备上市融资提出

了建议方案。组织财税专家到郫县安德川菜工业园讲授企业

增值税留抵退政策并一对一上门指导服务。组织管理咨询专

家和财税专家到遂宁大英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了“柔性人

才”省级协会专家赋能大英工业企业发展调研座谈会。走访

服务仁寿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园区提档升级和如何赋能企业

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走访眉山泡菜产业

园区就协会从食品质量检测、食品安全管家、环保管家、质

检技术培训等进行了对接交流。 

五、整合各方资源，搭建服务平台 

一年来协会在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方面，与世界五百强海

尔集团成都创新中心 HOPO 创新生态平台建立合作关系。该

平台链接全球 20 万+专家，100 万+资源，就资源对接与产业

导入，技术咨询与学术交流，智库建设与教育培训等方面开

展全面合作，推动企业孵化和项目落地。组织彩虹、聪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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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东鼎理智等三家企业接待了海尔创新中心和欧盟创新中

心负责人到访，就中小企业更好进入海尔 HOPE 创新平台提

升创新能力和整合海尔创新资源服务中小企业进行了对接

交流。与天府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合作建立技术转移、成果转

化、项目落地生态圈。数字化转型方面与阿里巴巴集团四川

战略发展部建立联系，就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了探讨。国际

化发展方面与接入东盟“网络平台政府组织”对接，促进企

业与东盟十国开展市场拓展、技术交流、项目对接。企业融

资及上市方面与上交所、北交所、成都工创、贵阳银行、宁

波银行永赢租赁建立了合作关系，进一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六、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服务水平 

协会坚持做好党建引领，认真学习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和《中小企业促进法》，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对协会网站

进行了改版，对协会秘书处文档资料进一步规范，工作人员

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等。为了更好发挥八大专工委会专业机构

作用，服务好会员企业，2022 年召开了 4 次专工委会及服务

机构工作交流会，总结开展中小企业服务工作经验，进一步

拓展工作思路，提升服务意识，为更好履行“代言、维权、

服务、自律”四大职能服务好中小企业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

用。 

在不断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同时，努力扩展服

务对象，尽可能吸纳有行业代表性和区域性的中小企业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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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不断壮大协会队伍和力量。一年来，共发展 12 户企业

入会，其中副会长 1 家，常务理事 3 家，理事 2 家，会员 6

家。 

在财务管理方面，本着“规范管理、勤俭办会、以费养

会”原则，除收取会费外，不收取企业任何费用，会费全部

纳入银行专户。截止 12 月底，2022 年协会共收入会费 29.6

万元，减免会员企业会费 30 余万元。 

为持续扩大协会知名度，协会官网《信息中心》、《协会

工作动态》、《政策法规》、《经济论坛》、《会员交流》等栏目，

全年共计发布信息及各类信息和文章 756 条。协会微信公众

号每周发布企业风采、企业简讯、工作动态、早间新闻等 260

多条。 

 

2023年工作重点 

 

  2023 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

“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协会要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二届

二次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用心用力服务中小企业

发展，紧扣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工业当先、制造为重，

努力推进协会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实现新征程上四川新型工

业化建设开好局起好步作出应有的贡献。全年工作重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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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服务意识和能力，为企业发展服好务 

一是继续主动服务市州区县会员企业，加大走访企业力

度，深入开展调研工作，为会员企业排忧解难，确保企业需

求可对接能解决。二是充分发挥八大专工委会作用，为会员

企业及产业园区提供针对性强的专业化服务。三是继续开展

由省经信厅、科技厅、金融局指导的中国西部领先成长企业

常规化融资路演活动。四是做好第三届职业经理人评选活动。

五是有针对性开展中小企业管理者素质提升公益培训，不断

提升中小企业管理水平。六是继续开展行业及项目对接交流

会，搭建会员企业之间交流合作平台。七是继续做好校园招

聘活动，缓解社会就业压力，解决企业用人难题。八是继续

推荐更多符合条件企业参加消费品精品进机关、进社区、进

园区活动帮助企业扩大销路。九是配合省经信厅持续推进优

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 

二、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坚持“整合优势资源、搭建服务平台、提供专业服务、

助力企业发展”的宗旨，充分发挥协会与各级政府资源的优

势，积极协助配合省经信厅、省科技厅、省人大、省高院、

省生态环境厅、省商务厅等政府相关部门做好有关中小企业

的工作。加强与市（州）、县（区）政府合作，将协会的培训、

管理咨询、政策和法律服务、投融资服务等服务产品和专家

资源继续下沉到基层和园区，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好务。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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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资源，加强与各省市协会的交流合

作，联合本省各级商协会，不断探索协会市场化运作新路子。 

三、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拓宽企业发展渠道 

一是加大与欧盟项目创新中心合作力度，搭建对外合作

平台，不断拓宽中小企业国外市场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渠

道。继续组织企业参加第十七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洽

谈会”。积极推动四川装备、四川制造、四川产品走向世界。

二是依托接入东盟“网络平台”政府组织与东盟十国搭建合

作关系，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帮助有实力的中小企业参

与境外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三是与日中中小企业

发展协会合作，嫁接日本中小企业与四川中小企业的深度合

作。四是有序推进与京东集团工业品上线合作，推进京东快

采、京东双引擎计划，促进企业产品市场拓展和智能化、数

字化转型升级，降本增效。五是推进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

帮助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尝试推进 1688 全球领先的产品

批发网站平台拓展企业市场。六是推进海尔 HOPE 创新联盟

平台工作，帮助更多中小企业注册进入平台，进一步加强企

业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能力。七是推进与天府国际技术转移

中心合作，开展科技创新管理培训，培育企业技术人才，开

展技术项目对接会，促进国际化技术项目对接转化。 

四、不断加强协会自身建设，提高服务质效 

协会要不断践行新发展理念，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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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党建工作，加强学习，规范管理，营造良好服务氛围，

提高服务质量和成效。继续抓好会员发展工作，壮大协会队

伍。要以卓有成效的工作，展现协会新作为，扩大协会影响

力，努力把协会办成“中小企业之家”。 

 

 

2023 年 2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