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二十条政策措施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

区管委会，市级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

市政府工作安排，积极发挥中小企业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

支持中小企业在抗击疫情中渡过难关，特制定以下二十条政策措

施。

一、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

1.设立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对新落地生产防疫物资的项目，

早期介入、贴近服务、随到随审、科学审批，开辟一站式、全链

条并行、48 小时内办结的审批绿色通道，优先配置用地用水用

电等资源型指标。对受资质条件限制，有产能可以生产的企业，

特事特办，先生产、再走程序、补手续。（责任单位：市政府有

关部门、各区县）

2.开辟物资采购绿色通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财政性

资金采购疫情防控相关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可不执行政府采购

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采购进口物资无需审批。疫情防控相关采

购项目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信用良好的中小微企业。（责任单位：

市财政局）

3.建立防疫物资进出口绿色通道。对用于疫情防控治疗的进

口药品、医疗器械等，做到即到即提，确保通关“零延时”。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对捐赠用于

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对卫生健康部门组织进口的直接用于防疫的物资免征关税；免税

进口物资已征收的应免税款予以退还。（责任单位：重庆海关、

重庆市税务局、市卫生健康委、市财政局）

4.畅通应急物资运输绿色通道。将重要防疫物资和蔬菜食品

等应急性生产生活物资，以及医疗废弃物处理收运等，纳入应急

运输保障范围，落实绿色通道政策，确保优先便捷通行。（责任

单位：市交通局、市公安局、市口岸物流办）

5.加强企业用工服务。实施灵活用工政策，企业因受疫情影

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

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

员。（责任单位：市人力社保局）

二、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6.减免税收。对受疫情影响，缴纳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确有困难的中小企业，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经审核后，

给予不少于 2 个月的应纳税款减免。适用“定期定额”征收的个

体工商户生产经营受到影响的，税务机关结合实际情况合理调整

定额，或简化停业手续。（责任单位：重庆市税务局）

7.延期缴纳税款。对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的

中小企业，依法准予延期申报；符合延期缴纳税款条件的，依法

准予延期缴纳税款，最长期限不超过 3 个月；对受疫情影响，不

能在承诺期限内补齐“承诺制”容缺办理税务注销登记资料的，

依法准予延长承诺期限。（责任单位：重庆市税务局）

8.缓缴社会保险费。对受疫情影响，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

难，确实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2020 年一季度应缴

纳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征收期可延长至 4 月底。



延迟缴费期间，不收滞纳金，不影响参保人员正常享受待遇，不

影响个人权益记录。（责任单位：市人力社保局、重庆市税务局、

市经信委、市财政局）

9.实施疫期援企稳岗返还政策。对受疫情影响，面临暂时性

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按

规定经核准后，享受返还标准为 3 个月的企业及其职工应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 50%。（责任单位：市人力社保局、市医保局、市财

政局）

10.减轻住房公积金缴存负担。对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

现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可申请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最低可

降至国家规定的 5%；对符合我市缓缴条件的，允许企业缓缴期

限最长可至 1 年。（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委）

11.减免租金。疫情期间，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中

小微企业，减免 1至 3个月租金。鼓励大型商务楼宇、商场、市

场运营方对中小微租户适度减免疫情期间的租金，各区县对采取

减免租金措施的租赁企业可给予适度财政补贴。（责任单位：市

国资委、市商务委、市财政局，各区县）

12.减轻企业用电用气负担。批发业、零售业，餐饮业、住

宿业单位 2020 年 2、3 月份用电用气价格，按现行政策的 90％

结算。豁免充电基础设施运营企业 2020 年 2 至 3 月份企业用电

的功率因素考核，同时企业基本电费按照实际需量缴纳（不设置

最低限额）。（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三、进一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13.确保小微企业信贷余额不下降。市内各银行机构加大对

困难企业的支持，确保 2020 年小微企业信贷余额不低于 2019 年



同期余额。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

加大对随意抽贷、压贷、断贷银行的现场监管力度。（责任单位：

重庆银保监局、市金融监管局、市国资委）

14.提高贷款不良率容忍度。政策有效期内，对地方法人银

行中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超出自身各项贷款不良率 3 个百分点

以内，且贷款规模增长的，合理确定其监管评级和绩效评级。（责

任单位：重庆银保监局、市金融监管局、市国资委）

15.加大低成本金融政策资金投入。督促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积极申请运用人民银行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资金，向中小微企业

发放低成本贷款。财政按人民银行再贷款利率的 50%给予贴息。

（责任单位：人行重庆营管部、市财政局）

16.加大信贷支持排忧解困力度。鼓励银行开通绿色通道、

压缩办贷时限。鼓励加大信用贷款、无还本续贷力度。鼓励各银

行机构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在原有贷款利率水平基础上再下

浮 10%以上，确保 2020 年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不高于 2019 年同期

水平。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人和企业，予以展期、

续贷，出现逾期的免除逾期利息。属于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的新冠

病毒感染者，展期期限不超过 1 年，财政给予全额贴息。对受疫

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人或企业，银行机构可依调整后的

还款安排报送信用记录。（责任单位：重庆银保监局、人行重庆

营管部、市金融监管局、市财政局）

17.加大地方金融机构服务力度。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

商业保理等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受疫情影响实际，酌情增加贷款、

租赁、保理额度，缓收或减免租金、利息。（责任单位：市金融

监管局、重庆银保监局、市国资委）



18.支持化解企业公开市场风险。对于因受疫情影响在股票

质押、公司债兑付、信息披露等方面遇到困难的企业，指导其用

好人民银行、证监会及有关金融市场相关政策，通过适当展期、

发新还旧和延期披露等方式，化解流动性危机，渡过难关。（责

任单位：市金融监管局、人行重庆营管部、重庆证监局、市国资

委）

19.给予融资降成本支持。对受疫情影响出现暂时困难但发

展前景较好的中小微企业，给予不超过基准利率50%的贷款贴息。

将转贷应急周转资金费率由 0.2‰降至 0.1‰。建立 2000 万元市

级防疫物资保供资金池，用于生产企业应急性资金周转。（责任

单位：市财政局、市经济信息委）

20.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针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治，在治疗方法、药物研发、检测技术和

医疗设备等方向开展科技协同攻关。疫情一线防控人员结合疫情

临床防控开展的科技攻关研究，优先纳入自然科学基金和技术创

新与应用发展专项予以支持。对取得重大突破的，给予奖励。（责

任单位：市科技局）

以上政策措施执行期限为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 6月 30日止。

国家出台相关支持政策的，遵照执行。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 年 2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