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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民营建筑业企业发展壮大措施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的意见》，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建筑强省”建设决

策部署，推动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民营企

业发展壮大的若干措施》落地见效，进一步促进政策红利直

达市场主体，培育和壮大民营建筑业企业，特制定如下措施。

一、大力培育民营骨干企业。加快实施“建筑强企”培

育行动，建立省、市、县三级民营骨干建筑业企业培育清单，

因地制宜制定扶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健全和落实“挂帮包”

工作机制，在资质升级、专业增项、企业转型、市场拓展等

方面给予支持。鼓励各地对承揽项目增长迅速、纳税金额递

增的民营建筑业企业予以一次性资金奖补。支持民营建筑业

企业承揽的工程项目申报“天府杯”“四川省结构示范工程”

等奖项。住房城乡建设厅每年通报表扬一批工程业绩与信用

良好的民营建筑业企业，将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纳入建筑业发

展质量评价体系。

二、助力企业有效开拓市场。落实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工作要求，进一步放宽民营建筑业企业市场准入条件，规范

招投标文件编制，严禁招标人设置不合理条件、排斥限制民

营建筑业企业公平参与招投标。鼓励各地在年度建设项目计

划中，明确一定数量或比例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用

于民营骨干建筑业企业与央企、国企等组建联合体共同承



— 2 —

建，双方产值申报比例按合同约定确定。支持各地梳理相应

项目机会清单，用于民营建筑业企业参与城中村改造、保障

性住房、“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公路、水利和县域城

镇化建设、乡村振兴等项目建设。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

业政策措施，支持民营建筑业企业参与政府采购项目。推动

与重点省（市、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开展走访企业和推介活动，助力企业“走出去”发展。

三、优化企业资质和业绩认定。入库入统的施工总承包

二级及以上企业，在满足相应资质条件情况下，可直接申请

1-3 项由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审批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企

业升级或新办申办施工二级资质时，其净资产或注册资本金

暂按原三级资质标准审核，资质延续时恢复原标准进行审

核。优化企业工程业绩入库认定管理，对联合体方式承接的

工程项目业绩予以认可，双方均可按承揽事项录入企业业绩

和技术负责人业绩。支持建筑业企业实有业绩容缺入库，对

四川省行政区域内有开工手续并竣工验收合格的工程项目，

非施工单位原因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未进行竣工验收备案

的，参建单位可自愿在四川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补

录业绩信息；对已录入四川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的

业绩，其招投标、施工图审查、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环节

信息不完整的，参建单位可据实补录完善相关信息。以上相

关业绩应由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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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建筑人才队伍建设。支持各地遴选和吸纳优秀

民营建筑业企业人才进入本地区建筑领域专家库。对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奖或省科技进步一、二等奖的民营建筑业企业人

才，可按规定破格申报中、高级职称。推动职称制度与职业

资格制度有效衔接，建设工程技术人才已取得专业技术工程

领域职业资格，可按规定对应相应层级的职称，可作为申报

高一级职称的条件之一。支持建筑业企业培育自有骨干工人

队伍，配备能够满足施工需要的自有班组长及自有骨干工

人，拥有相对稳定的核心技术人员。鼓励民营建筑业企业与

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支持符合条件的

民营建筑业企业申报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增加高技能人才

供给。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支持民营建筑业企业人员参加建

筑工匠技能大赛。

五、减轻企业生产经营负担。全面推行保证保险、银行

保函替代现金缴纳投标、履约、工程质量和农民工工资保证

金，准许已缴存现金的建设项目采用非现金保证方式替换现

金。鼓励招标人对中小微企业投标人免除投标担保。推行施

工总承包企业在项目所在地已开设银行专用账户下按照项

目分别管理。落实建筑业企业一定时间内未发生拖欠农民工

工资行为的，可减免其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规定。开展历史

沉淀保证金清退工作，督促责任主体单位限时退还应退未退

保证金。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建设单位应当

向施工总承包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政府机关、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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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全面推行施工过程价款结算和支付，

依据合同约定的结算周期（时间或进度节点），对已完工程

价款进行结算，并按照合同约定足额支付结算工程价款。

六、支持民营企业转型发展。积极推进四川建筑产业互

联网平台建设，支持民营建筑业企业开展智能建造技术研

究，鼓励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升级，推广使用先进设备、智能

设备，提升施工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建立民营建筑业企业

与在川央企、国有企业结对联合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和国有

企业通过投资入股、联合投资、并购重组等方式，提升“投

融建营”能力。培育和扶持一批钢结构、输变电、装配式构

件安装及装修等专业突出的“专精特新”民营建筑业企业。

支持有一定规模和管理能力的建筑劳务企业通过整合、重组

等方式向施工总承包和专业承包企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