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易门县投资促进局
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招商引资工作经费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 2018 年 12月 2 日易门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 35 次常务

会议纪要。

三、项目实施单位

易门县投资促进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招商引资工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新旧动能转换和扩大开放的一

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出实招、出新招、求突破，

力争实际利用市外国内资金持续增长，引进投资过亿元大项目 5

个以上，在全市考核中继续保持前列。为切实加强对全县招商引

资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大对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协调推进力度，进

一步提升易门县招商引资工作的质量和效益，推动易门经济高质

量跨越发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1.构建专业招商机制。充分发挥行业部门专业作用，行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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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主动牵头研究产业链，分析制作产业招商图谱，建立有效招商

信息收集跟踪机制，全面保障有效信息的统计和日常跟踪。充分

利用好项目跨区域流转利益分享机制，最大限度调动行业部门、

乡镇（街道）招商引资热情。建立在谈、签约、在建项目库，定

期分析研究项目推进情况，集中解决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

确保项目快速、顺利签约落地并开工。项目责任单位明确职责及

人员，从项目策划包装、洽谈签约、前期手续办理、建设投产全

程跟踪服务，同时做好招商项目入库等统计工作，形成全县“一

盘棋”的招商工作格局。着力打造一支懂经济、懂产业、善招商

的专业化队伍，扩大与咨询机构、科研院所、基金团队合作，密

切与省、市驻京、驻沪、驻粤等各行业协会、商会联系，全面拓

宽招商信息渠道，提升招商专业化水平。

2.实施产业链精准招商。充分利用本地资源禀赋及现有工业

基础，围绕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明确产业招商目标和招引方案，

围绕各条产业链的补强和延伸，深度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川渝等地区，紧盯“三个”500 强、央企、行业百强等大企业

以及高新技术企业，带着项目去推介、一对一去对接，着力招引

“补链、强链、延链”项目，增强招商引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打

造好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县品牌，聚焦有色稀贵金属、绿色建材、

生物医药、高原特色农产品加工等重点领域，强化与云铜、贵研、

华润等大企业合作，更加注重招强选优、招才引智，引进有利于

产业转型升级、聚集发展、税收贡献大的企业。整合行业部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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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招商组和产业链专班力量，针对重点产业制定招商专案，提高

招商工作的精准性、目标性、操作性，积极主动对接全产业链发

展链条中的重点招商对象，要定期与市级对应的产业链专班进行

沟通对接，做到信息互通，对适合入驻我县的产业项目，及时进

行跟踪接洽，邀请企业方到我县进行考察洽谈，争取项目入驻易

门。针对重点项目，采取“高频率、多批次、专业化、小分队”

等形式，以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的小分队形式，进行点对点推介洽

谈，针对性组织项目准入、审批的行业主管部门专业队伍，上门

一对一考察项目，提升招商引资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着力招引“延

链、补链、强链”项目，不断拉长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

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3.强化项目规划招商。切实把握政府享有土地供应和规划调

整的稀缺资源，为企业量身定制早期的研发用地、新型工业用地、

产业综合用地，为企业量身定做策划包装项目，帮助企业落地发

展，将土地价值最大化，将资源规划利益最大化，确保政府利益

不损失，确保企业真投资。立足全县基本情况和资源优势，结合

产业发展特点，精心谋划包装项目，加强待招商项目产业政策匹

配度、用地合规性、环境容量和能耗等内容的前置审查，着力提

高待招商项目的质量。建立丰富的招商项目库，精准策划包装待

招商项目不少于 20 个，每月通过微信公众号推介招商引资项目

不少于 1 次，着力形成“引进一批、做大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

循环机制，为提升招商对接的成功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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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市场化招商。跳出奖励补贴、土地政策等传统招商模

式，建立市场化招商引资奖励机制，更好发挥以商招商作用，激

发商（协）会、企业等多元主体动力，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招

商引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持续推动各类专题活动与项目招商活

动融合发展，推动政府主导招商向市场化招商加速转变。以易门

云粤投资有限公司、果岭（云南）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的专业

招商团队为依托，打造具有产业集群优势的“园中园”，加强以园

招商的进一步实施。大力实施“产业园区+公司”的招商合作模式，

推进专业化、市场化招商，彻底转变招商引资模式，强化项目招

引运作能力，推动招商引资取得突破性进展。充分利用招商顾问

的人脉优势，以中介机构和专业招商公司作为招商引资主体，发

挥市场意识强、技术精、视野宽、路子广等特点，在进行招商推

介活动中，提前做好项目的筛选确立和宣传促进，做到项目投资

人明确，针对性强，注重实效，招商质量好，合作成功率高。

5.着力改善要素保障。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统筹处置批而

未供、供而未用土地，盘活闲置、低效用地，积极研究解决影响

制约企业落地和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强沟通对接，积极争

取成片开发指标，成熟一批，报批一批，全力保障项目用地。积

极强化政策引导，认真摸清工作底数，加强项目调度，规划、环

评、水保、安防、设计等部门构提前介入，靠前服务，破解用地

指标紧缺的问题，助力项目有效落地。以产业园区为主体加强建

设用地的储备、开发，按照工业产业布局和规划，提前收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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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用地，采取园区平台公司或者外包合作的模式进行初步的开

发、整理，确保每年新增一批达到“五通一平”标准的项目储备用

地。争取做到随时有熟地储备、随时有用地指标，让投资项目签

约到落地“零耽搁”，真正帮助企业缩减办厂时间，减少机会成本

的损失，以便利的项目落地条件不断优化发展环境。

6.切实提升营商环境。抓住深化“放管服”改革有利时机，进

一步优化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服务流程，依托“一站式惠民”平台和

“一门一网一次”政务服务，畅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快车道，实行

全程帮办代办审批服务，着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与投

资方保持紧密联系，全心全意服务企业，切实破解各种不利因素

的制约。强化项目全程跟踪服务，积极“主动服务、上门服务”，

帮助企业解决要素保障、成本控制等问题，全面落实各级助企纾

困政策，搭建政银企沟通交流平台，精准对接、精准服务，营造

良好金融生态，推动金融“活水”持续浇灌实体经济。继续加大推

广“交地即交证，交地即开工”用地保障、审批服务模式和“竣工

即投产”联审验收模式，持续降低企业建设、运营、要素成本，

大力提升招商项目落地率，促进签约项目尽快开工，及早形成投

资支撑。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5 年纳入预算数为 40.00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招商引资工作经费分两部分支出。一是产业专业招商引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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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支出；二是大型招商推介、项目签约、重大项目对接经费支出。

八、项目实施成效

坚定招商引资“一号工程”不动摇，践行“大抓产业、主抓工

业、狠抓制造业”的理念，依托优势资源、优势产业、园区平台，

紧紧围绕“3+5”产业体系，聚焦有色稀贵金属、绿色建材、绿色

食品、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的延链补链强链，突出责任落实、突

出产业导向、突出措施精准、突出项目服务，全力以赴推进招商

引资工作迈上新台阶。2025 年，全县组织赴外招商活动 10 次以

上，其中，党政“一把手”带队招商不少于 4 次；力争引进签约亿

元以上招商引资项目不少于 5 个，其中，投资额 50,000.00 万元

以上项目 2 个、100,000.00万元以上项目 3 个；实现全年引进市

外招商到位资金增长 5.00%以上，实际利用外资 150.00 万美元以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