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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
关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实施意见

渝府发〔2014〕3 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有效化解我市产能过剩矛盾，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经

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根据《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

指导意见》（国发〔2013〕41 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提出

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思路及目标

（一）总体思路。

以国发〔2013〕41号文件和市委四届四次全会精神为指导，

坚持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化解产能过剩矛盾、调整优化产

业结构为重点，按照“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

治”的总原则，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严格控制增量，优化调整

存量，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配套政策，

通过“市场开拓消化一批、走出去转移一批、兼并重组整合一批、

提高准入标准淘汰一批”等措施，化解过剩产能、提高产业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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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将淘汰落后产能

与发展先进产能相结合，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科

学、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工作目标。

2 年目标：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长效工作机制初步建立，产

能过剩问题基本缓解，产能利用率显著提升。到 2015 年，船舶

行业产能利用率提高到 70%以上，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

璃行业产能利用率提高到 85%以上，产业结构得到明显改善，企

业环保、能耗指标基本达标。

5 年目标：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工作长效机制不断完善，产能

规模基本合理，发展质量明显改善。到 2018 年，五大行业产能

利用率均提高到 85%以上，产业结构趋于合理，环保、能耗指标

达到同行业先进水平。

二、政策措施

（一）严格行业市场准入标准。

根据不同行业特点，结合产能过剩现状，严格执行行业环保、

能耗、工艺装备等标准要求，提高行业市场准入条件。到 2018

年，对达不到行业环保、能耗、工艺与装备标准的企业实施关闭

或淘汰。

1．钢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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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保标准。吨钢烟（粉）尘排放量不超过 1.19kg，吨

钢二氧化硫排放量不超过 1.63kg、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不低于

94%（《钢铁行业规范条件（2012 年修订）》）；无组织排放浓

度不超过 8.0mg/m3（有厂房生产车间）和 5.0mg/m3（无完整厂

房车间）（《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64—2012）；

企业废水悬浮物不超过 30mg/L、石油类不超过 3mg/L、COD 不

超过 50mg/L（《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6—2012）。

（2）能耗标准。焦化工序能耗不超过 155kgce/t；烧结工序

能耗不超过 56kgce/t；高炉工序能耗不超过 446kgce/t；普钢电炉

工序能耗不超过 92kgce/t；特钢电炉工序能耗不超过 171kgce/t；

新水消耗不超过 4.1m3/t；转炉工序实现负能炼钢（《钢铁行业

规范条件（2012 年修订）》）。

（3）工艺与装备。高炉有效容积达到 400m3 以上，铁合金、

铸铁管生产用高炉达到 200m3 以上，锰铁高炉达到 100m3 以上；

转炉公称容量 30t 以上，电炉公称容量 30t 以上（变压器容量

15000kVA 以上），高合金钢电炉公称容量 10t 以上（变压器容

量 5000kVA 以上）；球团竖炉 8m2 及以上，烧结机有效烧结面

积 90m2 及以上；常规机焦炉炭化室高度 4.3m（捣固焦炉 3.8m）

及以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

2．水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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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保标准。主城区水泥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浓度小于

或等于 150mg/m3，氮氧化合物排放浓度小于或等于 250mg/m3，

颗粒物排放浓度小于或等于 15mg/m3；影响区水泥企业的二氧化

硫排放浓度小于或等于 200mg/m3，氮氧化合物排放浓度小于或

等于 350mg/m3，颗粒物排放浓度小于或等于 30mg/m3；其他区

域水泥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浓度小于或等于 200mg/m3，氮氧化

合物排放浓度小于或等于 550mg/m3，颗粒物排放浓度小于或等

于 50mg/m3（《重庆市大气排放综合标准》DB50/418—2012）。

（2）能耗标准。可比熟料综合煤耗小于或等于 112kgce/t，

可比熟料综合电耗小于或等于 64kwh/t，可比熟料综合能耗小于

或等于 120kgce/t，可比水泥综合电耗小于或等于 90kwh/t，可比

水泥综合能耗小于或等于 92kgce/t（《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

额》GB16780—2012）。

（3）工艺与装备。采用先进的矿山安全爆破和均化开采、

原料预均化、生料均化技术和设施；采用立磨、辊压机、高效选

粉机等先进节能环保粉磨工艺技术和装备；采用节能降耗的窑

炉、预热器、分解炉、篦冷机等煅烧工艺技术和装备；采用先进

的破碎、冷却、输送、计量及烘干技术和装备；采用先进、高效

及可靠的环保技术和装备；采用先进的计算机生产监视控制和管

理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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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解铝行业。

（1）环保标准。氟排放量低于 0.6kg/t 铝（《铝行业规范条

件》），二氧化硫排放量低于 0.5mg/m3，氟化物排放量低于

0.02mg/m3，总悬浮颗粒物排放量低于 1.0mg/m3（《铝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GB25465—2010）。

（2）能耗标准。铝液电解交流电耗低于 12750kw·h/t，铝锭

综合交流电耗低于 13200kw·h/t，电流效率原则上不应低于 93%；

氧化铝单耗原则上应低于 1920kg/t，原铝液消耗氟化盐原则上低

于 18kg/t，炭阳极净耗低于 410kg/t，新水消耗低于 3t/t（《铝行

业规范条件》）。

（3）工艺与装备。改造电解铝项目，必须采用 400kA 及以

上大型预焙槽工艺；铝用炭阳极项目采用中、高硫石油焦原料时，

必须配备高效的烟气脱硫净化装置，并实现达标排放（《铝行业

规范条件》）。

4．平板玻璃行业。

（1）环保标准。二氧化硫排放浓度小于或等于 400mg/m3，

氮氧化合物排放浓度小于或等于 700mg/m3，烟尘排放浓度小于

或等于50mg/m3（《重庆市大气排放综合标准》DB50/41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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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耗标准。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限定值小于或等于

18.5kgce/重量箱，熔窑热耗限额限定值小于或等于 7100kJ/kg

（《平板玻璃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21340—2008）。

（3）工艺与设备。所用硅质原料采用粉料进厂和建有大型

硅质原料均化库；采用高精度电子称量系统（静态精度 1/2000，

动态精度 1/1000）；采用优质配合料混合设备和加水、加气过程

的自动检测与控制；采用节能新技术，并实施熔窑全保温，确保

合理燃烧，节能降耗，提高热效率。

5．船舶行业。

（1）环保标准。对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固

体废弃物以及粉尘、噪声等的处理要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国土

资源部《船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4286—84）。

（2）能耗标准。企业造船综合能耗每万元增加值不高于 0.20

吨标准煤，钢材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船

舶行业规范条件》）。

（3）工艺和装备。应具备与所建造船舶相适应的岸线、船

台或船坞、舾装码头、起重设施、涂装设施、厂房和仓库；应具

备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船体加工设备、机加工设备、喷涂设备等

主要生产设备；应具备满足船舶建造要求的检测手段和检测仪器

设备，包括密性试验用设备、倾斜试验用设备、无损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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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厚仪、理化实验设备等检测设备及各类计量器具；应建立船舶

建造基础数据管理体系和分析系统（工业和信息化部《船舶行业

规范条件》）。

（二）强化项目管理。

一是严格控制新增产能项目。严格执行国家投资管理规定和

产业政策，加强产能过剩行业项目管理，各区县（自治县）人民

政府和市政府有关部门不得核准、备案产能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

目，市政府有关部门不得办理土地（海域）供应、能评、环评审

批和新增授信支持等相关业务。

二是分类处理违规在建项目。凡是未开工的违规项目，一律

不得开工建设；凡是不符合产业政策、准入标准、环保要求的违

规项目一律停建；对确有必要建设的项目，在符合布局规划和环

境承载力要求，以及等量置换原则的基础上，经论证并报市政府

同意后向国家相关部门申请认定和补办相关手续；对隐瞒不报的

在建违规项目，一经查实，立即停建，金融机构停止发放贷款，

国土资源、环境保护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并严肃追

究相关人员责任。同时，按照谁违规谁负责的原则，做好停建项

目的债务处理、人员安置等善后工作。

三是清理整顿违规建成产能。对产能过剩行业建成违规项目

进行全面清理，提出整顿方案并向社会公示；对先进产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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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报国家有关部门备案，补办相关手续；对工艺设备落后、产

品质量不合格、能耗及排放不达标的项目，列入淘汰落后产能年

度任务加快淘汰。

（三）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

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规定，充分运用经济、法

律等手段，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引导企业淘汰落

后产能和退出过剩行业。在提前一年完成我市“十二五”淘汰落后

产能目标任务的基础上，将淘汰落后产能与化解产能过剩结合起

来，通过提高淘汰落后产能奖励条件、制定产能过剩行业市场准

入标准、落实等量置换方案、建立健全有关落后产能退出的激励

和约束机制，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着力化解过剩产能。

1．钢铁行业。全面关停用于地条钢、普碳钢、不锈钢冶炼

的工频和中频感应炉、复二重线材轧机、横列式线材轧机、横列

式棒材及型材轧机、叠轧薄板轧机、普钢初轧机及开坯用中型轧

机、热轧窄带钢轧机、三辊劳特式中板轧机、三辊式型线材轧机

（不含特殊钢生产）、普通冷轧带肋钢筋生产装备、单机年生产

能力 1 万吨以下的在线热处理带肋钢筋生产装备、生产预应力钢

线的单罐拉丝机生产装备、预应力钢材生产消除应力处理的铅淬

火工艺、锻烧石灰土窑，以及环保不达标的冶金炉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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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泥行业。2015 年年底前淘汰全市的机立窑生产线，2016

年年底前全面关闭主城的水泥生产线。

3．电解铝行业。淘汰 160KA 以下电解铝生产线，禁止采用

湿法工艺生产铝用氟化盐，禁止建设 15万吨/年以下的独立铝用

炭阳极项目和 2 万吨/年以下的独立铝用炭阴极项目。

4．平板玻璃行业。到 2015 年年底，基本淘汰平拉和格法玻

璃生产线，引导熔窑规模在 500T/D 以下且不满足平板玻璃准入

条件的小浮法玻璃生产线有序退出。

5．船舶行业。对我市船舶建造企业按照国家船舶行业标准

（《船舶生产企业生产条件基本要求及评价方法》CB/T3000）

开展生产能力评估，对达到三级Ⅰ类及以上生产能力条件的企业

实行公告管理，规范船舶建造行为。有关区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对行政区域内船舶生产企业进行清理整顿，对 2 年及以上无生

产订单、无生产场地、无岸线的船舶生产企业实施关闭淘汰。

（四）支持企业开拓市场。

鼓励本地企事业单位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市内生产企业

的产品。加快推进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进

度，深入推进建材下乡，扩大水泥、钢铁、玻璃等产品的销售渠

道。到 2018 年，我市水泥产业对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本地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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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到 90%以上，钢铁产品本地销售率达到 50%以上，平板玻

璃深加工率达到 60%以上。

巩固我市优势钢材产品市场，进一步拓展本地市场，扩大热

轧高强钢筋、管材、建筑用高强板型材和特殊钢等产品生产规模。

抓住国家鼓励老旧船舶提前报废更新、三峡过闸船舶标准化改

造、大力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加强行政执法船舶配置等机遇，加

大对长江上游、乌江、嘉陵江等支流的市场开发力度。鼓励优势

企业走出国门，搭建贸易投资平台和对外投融资服务平台，帮助

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资源整合和价值链整合，拓展发展空间。

支持重庆铝土矿勘探和开发，加速自有铝土矿山建设，大力实施

“走出去”战略，在国内外资源丰富地区就地提高铝产业资源保障

度。推进钢质船舶生产企业转产游艇，利用长江水运通道、渝新

欧铁路通道，积极开拓沿江、沿海及海外游艇市场。

（五）加快企业兼并重组。

支持企业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优化资金、技术、人才等生

产要素配置，减少落后企业与困难企业数量，培育壮大优势企业，

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效益。鼓励大型企业（集团）通过市场化手段，

以合资、合作、产权流转和股权置换等多种形式实施兼并重组，

提高行业集中度。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和资产收

购等方式参与企业兼并重组。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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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多元化改造和整体上市。到 2018 年，我市钢铁冶炼企业数量

保持在 10家（特殊钢、铸造业除外）；水泥企业数量减少到 50

家，比 2013 年减少 25 家；大型水泥企业（集团）集中度达到

60%；电解铝企业数量保持在 5 家；平板玻璃企业数量减少到 5

家，比 2013 年减少 2 家；船舶企业数量减少到 60 家，比 2013

年减少 48家。

（六）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根据我市产业发展实际，制定完善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在坚

决遏制产能盲目扩张和严控总量的前提下，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优

化。

一是支持大型钢铁企业通过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改造调整优

化产品结构，针对汽车、家电、电子、装备、军工等行业，开发

档次高、质量好、科技含量高的产品。

二是鼓励水泥企业发展高标号水泥、高性能混凝土以及满足

桥梁、港口、隧道等工程需要的特种水泥新产品，逐步降低 32.5

复合水泥使用比重。引导企业通过低温余热发电、脱硫、脱硝和

水泥窑炉处置生活垃圾等方式，加强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

三是鼓励引导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铝合金产业集群

发展，支持企业通过铝电联营、铝液直供、异性阴极槽等新工艺

的应用，降低电解铝能耗、损耗，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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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加强高附加值铝产品的开发和应用，鼓励发展军工、航空航

天、电子信息、家电、交通运输行业用铝材料、高档装饰铝材等。

四是鼓励玻璃行业集群发展，打造玻璃产业园，引导玻璃深

加工企业集中布局。支持发展电子工业用超薄玻璃（厚度为

1.3mm 以下）、太阳能产业用超白玻璃（折合 5mm 厚度可见光

透射率＞90%）、节能建筑用在线低辐射（Low—E）玻璃等优

质浮法生产线。

五是推进游艇产业招商引资工作，支持船舶建造企业有关液

化天然气（LNG）船、液化石油气（LPG）船、不锈钢化学品船、

豪华旅游船、新能源船舶等高技术船舶的研发。

（七）强化产业政策引导。

一是要加强产业政策的符合性审查。抓住国家赋予我市产业

转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认定试点工作机遇，对符合产业政策

鼓励方向和我市产业布局的先进产能，以及产能过剩行业的改造

提升项目，在财税、金融、土地、资金补贴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

二是加强我市产能过剩行业准入和规范管理。制定我市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强化政策引导。

三是完善差别电价政策，对我市产能过剩行业优惠电价政策

进行清理整顿，禁止自行实行电价优惠和电费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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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制定高于国家要求的能耗、污染排放标准，对我市钢铁、

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高耗能行业，能耗、电耗、水耗和污

染物排放达不到行业标准的产能，实施差别电价和惩罚性电价、

水价。财政收取的差别电价和惩罚性电价、水价资金，由市政府

用于化解过剩产能工作。

（八）探索建立长效机制。

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市场监督管理机制，强

化部门对项目事中和事后的协管。对产能过剩行业实行动态监

测，建立动态监测和预警机制。对纳入监测的 57 种工业产品，

产能利用率低于 80%的，列入产能相对过剩行业实施预警；产能

利用率低于 75%的，列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实施预警。及时将预

警信息向相关部门和有关金融机构通报。定期发布产能过剩行业

产品市场供求及相关政策信息，引导和调节市场供求。发挥好行

业协会在行业自律、信息服务等方面的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和质量体系建设，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整顿规范市场秩序。理顺

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完善差别化价格政策，提高产

业准入的能耗、物耗、水耗和生态环保标准，切实发挥市场配置

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上限，倒逼超标产能退出、

节能减排达标和自然环境改善。积极探索转移支付制度，建立生

态环保补偿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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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我市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工作体系，由分管副市长

牵头，市经济信息委具体落实，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城

乡建委、市交委、市外经贸委、市人力社保局、市国土房管局、

市环保局、市国资委、市地税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安监

局、市统计局、市金融办、市物价局、市国税局、人行重庆营管

部、重庆银监局等部门和单位协助，协调解决重大问题、研究制

定相关政策、推动化解过剩产能工作。

（二）明确工作职责。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是化解属地范围内过剩产能工作

的第一责任主体，必须建立专门的工作体系，落实专人负责化解

过剩产能工作。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委要严格产能过剩行

业新增产能项目审批，会同有关区县（自治县）做好在建和建成

违规产能的清理工作；市国土房管局要进一步加强供地用地管

理，把好土地关；市环保局要继续强化环境监管，管好环保门槛；

市人力社保局要指导地方制定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中企业下岗职

工安置政策和方案；金融监管部门要改进和加强信贷管理，用好

信贷闸门；市质监局要加强产品质量管理，推行产能过剩行业产

品质量分类监管。市政府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能，制定配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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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配套政策，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改革创新精神，合力

推进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各项工作。

（三）落实有关政策。

市级财政要加大对产能过剩行业实施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的支持力度，整合淘汰落后产能等现有资金，加快建立市、区县

两级化解过剩产能专项资金，对主动化解过剩产能的企业给予资

金支持。落实对兼并重组、资源综合利用、转移产能出口设备和

产品的税收优惠政策。落实金融有保有控政策，加大对产能过剩

行业兼并重组整合过剩产能、向境外转移产能、市场开拓的信贷

支持，合理确定并购贷款利率和期限。依法保护金融债权，未取

得合法手续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放贷、发债、上市融资。完善和

规范价格政策，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清理整顿产能过剩行

业优惠电价政策，禁止自行实行电价优惠和电费补贴，对高耗能

行业及能耗、电耗、水耗达不到行业标准的产能，实施差别电价

和惩罚性电价、水价。将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中企业下岗失业人员

纳入就业扶持政策体系，落实促进自主创业、鼓励企业吸纳就业

和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自主创业税费减免、小额担保贷款等

政策，切实做好下岗失业人员社会保险关系接续和转移，依法妥

善处理职工劳动关系。贯彻落实好《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船



重庆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

- 16 -

舶工业脱困发展的意见》（渝府发〔2013〕52号）等有关政策

措施。

（四）强化监督检查。

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工作列为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监督

检查的重要内容，加强对国发〔2013〕41 号文件和市政府贯彻

实施意见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工作开展不力的地方和部门，

要进行通报批评，建立健全责任延伸制度。强化案件查办，对违

法违规建设产能过剩行业项目监管不力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追

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将遏制重复建设、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工作

列入地方政府实绩考核。及时公开化解产能过剩工作进展情况，

发挥好媒体引导作用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

附件：化解产能过剩矛盾重点工作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

表

重庆市人民政府

2014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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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化解产能过剩矛盾重点工作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表

序

号

工作任

务
工作要求

责任单

位
协助单位

时间

进度

1

建立工

作协作

机制

建立我市化解

过剩产能工作

体系，协调解决

有关重大问题，

研究制定有关

政策，推动化解

过剩产能工作。

市经济

信息委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市城

乡建委、市交

委、市外经贸

委、市人力社保

局、市国土房管

局、市环保局、

市国资委、市地

税局、市工商

局、市质监局、

市安监局、市统

计局、市金融

办、市物价局、

市国税局、人行

201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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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营管部、重

庆银监局

2

严禁建

设新增

产能项

目

严格执行国家

投资管理规定

和产业政策，加

强产能过剩行

业项目管理，各

区县（自治县）

人民政府、各部

门不得核准、备

案产能过剩行

业新增产能项

目，市政府有关

部门不得办理

土地（海域）供

应、能评、环评

审批和新增授

信支持等相关

业务。

有关区

县（自

治县）

人民政

府

市发展改革委、

市经济信息委、

市国土房管局、

市环保局、市交

委、市金融办

按年

度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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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订产

能置换

方案

建设产能过剩

行业项目，须制

订产能置换方

案，实施等量置

换。具体方案制

订和申报程序

按工业和信息

化部、环境保护

部等部门有关

要求执行。

市发展

改革

委、市

经济信

息委

市环保局、市金

融办、人行重庆

营管部、重庆银

监局、有关区县

（自治县）人民

政府

按年

度落

实

4

全面清

理五大

行业产

能

对钢铁、水泥、

船舶、电解铝、

平板玻璃等行

业的产能进行

全面清理（含违

规在建）。

有关区

县（自

治县）

人民政

府

市发展改革委、

市经济信息委

2014

年 3

月

5

分类处

理违规

在建项

对未按土地、环

保和投资管理

等法律法规履

有关区

县（自

治县）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市经

济信息委、市国

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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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行相关手续或

手续不符合规

定的违规项目，

进行全面清理，

分类处理。

人民政

府

土房管局、市环

保局、市金融办

6

妥善处

理违规

建成产

能

对先进产能项

目，抓紧补办相

关手续，争取国

家批准；对工艺

设备落后、产品

质量不合格、能

耗及排放不达

标的项目，列入

淘汰落后产能

年度任务加快

淘汰。

有关区

县（自

治县）

人民政

府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市经

济信息委、市国

土房管局、市环

保局、市金融办

2014

年 5

月

7

加大落

后产能

淘汰力

将淘汰落后产

能与化解产能

过剩结合起来，

市经济

信息委

有关区县（自治

县）人民政府、

市发展改革委、

按年

度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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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通过提高淘汰

落后产能奖励

标准、制定产能

过剩行业市场

准入条件、落实

等量或减量置

换方案、建立健

全落后产能退

出的激励和约

束机制等，加快

淘汰落后产能，

着力化解过剩

产能。

市财政局、市国

土房管局、市环

保局、市金融办

8

支持企

业开拓

国内市

场

鼓励本地企事

业单位在同等

条件下优先采

购市内生产企

业的产品；加快

推进铁路、高速

市发展

改革

委、市

经济信

息委

市城乡建委、市

交委、市国资委

按年

度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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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机场等重

大基础设施建

设进度，深入推

进建材下乡，扩

大水泥、钢铁、

玻璃等建材产

品的销售渠道；

鼓励船舶制造

企业实施标准

化船型改造，扩

大内河钢质船、

远洋不锈钢化

学品船、工作船

等船型的市场

份额。

9

支持企

业开拓

国际市

场

鼓励优势企业

走出国门，搭建

贸易投资平台

和对外投融资

市外经

贸委

市经济信息委、

市交委、市国资

委、市国税局

按年

度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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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平台，帮助

企业在全球范

围内开展资源

整合和价值链

整合，拓展发展

空间。

1

0

加快企

业兼并

重组

支持企业进行

资产和债务重

组，优化资金、

技术、人才等生

产要素配置，减

少落后企业与

困难企业数量，

壮大优势企业，

提高企业竞争

力和效益。

市经济

信息委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市人

力社保局、市国

资委、市地税

局、市国税局、

市金融办、人行

重庆营管部、重

庆银监局

2014

年 11

月

进一步深化国

有企业改革，加

快产权多元化

市国资

委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市经

济信息委、市金

201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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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和整体上

市。

融办、人行重庆

营管部、重庆银

监局

1

1

积极调

整产业

结构

支持企业把化

解产能过剩与

技术改造、技术

创新和招商引

资结合起来，调

整优化产品结

构，延伸产业链

条，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

市经济

信息委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市外

经贸委、市国资

委

按年

度落

实

1

2

强化产

业政策

引导

加强产业政策

符合性审查，严

格产能过剩行

业的准入标准，

规范产能过剩

行业的管理，完

善差别电价政

市经济

信息委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市国

土房管局、市环

保局、市国资

委、市地税局、

市物价局、市国

税局、市金融办

201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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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制定高于国

家要求的能耗、

污染排放标准。

1

3

探索建

立动态

监测和

预警机

制

对产能过剩行

业实行动态监

测，建立动态监

测和预警机制。

发挥好行业协

会在行业自律、

信息服务等方

面的作用。

市经济

信息委

市发展改革委、

市环保局、市质

监局、市统计

局、市物价局

2014

年 11

月

1

4

规范市

场秩序

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

市知识

产权局
市经济信息委

按年

度落

实

质量体系建设
市质监

局
市经济信息委

按年

度落

实

打击假冒伪劣

产品，整顿规范

市工商

局
市经济信息委

按年

度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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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秩序。 实

1

5

探索建

立生态

环保补

偿责任

制

以资源环境承

载力上限，倒逼

超标产能退出、

节能减排达标

和自然环境改

善。积极探索转

移支付制度，建

立生态环保补

偿责任制。

市财政

局

市经济信息委、

市环保局

按年

度落

实

1

6

建立化

解产能

过剩专

项资金

加大对产能过

剩行业实施结

构调整和产业

升级的支持力

度，整合淘汰落

后产能等现有

资金，加快建立

市、区县两级化

解过剩产能的

市财政

局

市经济信息委、

各区县（自治

县）人民政府

201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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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对主

动化解过剩产

能的企业给予

资金支持。

1

7

落实税

收优惠

政策

落实对兼并重

组、资源综合利

用、转移产能出

口设备和产品

的税收优惠政

策。

市地税

局、市

国税局

市财政局、市经

济信息委、各区

县（自治县）人

民政府

2014

年 10

月

1

8

建立有

保有控

金融政

策

加大对产能过

剩行业兼并重

组、整合过剩产

能、向境外转移

产能、市场开拓

的信贷支持。未

取得合法手续

的建设项目一

律不得放贷、发

市金融

办

人行重庆营管

部、重庆银监

局、各区县（自

治县）人民政府

201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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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上市融资。

1

9

完善和

规范价

格政策

深化资源性产

品的价格改革，

清理整顿产能

严重过剩行业

的优惠电价政

策，禁止自行实

行电价优惠和

电费补贴，对高

耗能行业及能

耗、电耗、水耗

达不到行业标

准的产能，实施

差别电价和惩

罚性电价、水

价。

市物价

局

各区县（自治

县）人民政府、

市财政局、市发

展改革委、市环

保局、市经济信

息委

2014

年 10

月

2

0

建立和

完善就

业扶持

将化解产能过

剩矛盾中企业

下岗失业人员

市人力

社保局

市财政局、市经

济信息委、各区

县（自治县）人

201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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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纳入就业扶持

政策体系，落实

促进自主创业、

鼓励企业吸纳

就业和帮扶就

业困难人员就

业、自主创业税

费减免、小额担

保贷款等政策，

依法妥善处理

职工劳动关系。

民政府

2

1

加强产

品质量

管理

推行产能过剩

行业产品的质

量分类监管。

市质监

局

市经济信息委、

各区县（自治

县）人民政府

按年

度落

实

2

2

强化监

督检查

把化解产能过

剩矛盾工作列

为落实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监

督检查的重要

市经济

信息委

市监察局、各区

县（自治县）人

民政府

按年

度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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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加强对国

发〔2013〕41

号文件和本意

见贯彻落实情

况的监督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