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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关于助企纾困促进消费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等

文件指导精神，落实北京市关于纾困扶持企业相关工作部署，

叠加稳经济和助企纾困政策效应，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影响，尽快恢复区域消费市场平稳运行，制定《西城

区关于助企纾困促进消费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

《措施》）。

一、目标任务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扩大内需决策部署，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高效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助企纾困力度，有序有力推进市场

主体复工达产，激发市场活力，加快消费复苏，推动区域消费

市场稳定发展，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二、组织领导

成立消费市场助企纾困工作专班，区商务局、区财政局、

各街道办事处为专班成员，负责统筹推进《措施》的实施与落

地，专班办公室设在区商务局。相关成员单位职责任务如下：

区商务局承担办公室职责，负责制定《措施》，统筹协调，

凝聚合力推进专项工作进程，承担企业申报、审核与补助发放

工作。



2

区财政局负责助企纾困资金保障。

各街道负责审核商场、超市、百姓生活服务中心持续经营

情况并出具证明材料，动员餐饮企业参与“西城消费”消费券

发放活动等工作。

三、纾困范围

2022 年 4 月 22 日-8 月 31 日疫情防控期间，在西城区属

地经营的大型综合商场、综合性生活超市、百姓生活服务中心

实体门店以及在西城区属地经营的餐饮经营单位。

四、主要措施

（一）持续保供奖励

对疫情防控期间持续经营（因阳性病例、密接或次密接人

员到访，依相关规定暂停营业视同持续经营），全力保障区域消

费市场安全供应的零售实体门店，按营业面积分级予以奖励。

1、大型综合商场。营业面积 50000（含）平方米以上，每

店予以保供奖励 30 万元；营业面积 20000（含）-50000 平方米，

每店予以保供奖励 20 万元；营业面积 20000 平方米以下，每店

予以保供奖励 10 万元。

2、综合性生活超市。营业面积 5000 平方米（含）以上，

每店予以保供奖励 18 万元；营业面积 2000（含）-5000 平方米，

每店予以保供奖励 15 万元；营业面积 500（含）-2000 平方米，

每店予以保供奖励 8 万元。

3、百姓生活服务中心。营业面积 1000 平方米（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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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店予以保供奖励 10 万元；营业面积 500（含）-1000 平方米，

每店予以保供奖励 8 万元；营业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下，每店予

以保供奖励 5 万元。

（二）防疫支出补贴

对疫情防控期间持续经营，按规定严格执行人员流动管控、

开展核酸检测、购置防疫物资、进行环境消杀等疫情防控措施

的零售实体门店，按营业面积分级给予防疫支出补贴。

1、大型综合商场。营业面积 50000（含）平方米以上，每

店给予防疫支出补贴 10 万元；营业面积 20000（含）-50000

平方米，每店给予防疫支出补贴 8 万元；营业面积 20000 平方

米以下，每店给予防疫支出补贴 5 万元。

2、综合性生活超市。营业面积 5000 平方米（含）以上，

每店给予防疫支出补贴 4 万元；营业面积 2000（含）-5000 平

方米，每店给予防疫支出补贴 3 万元；营业面积 500（含）-2000

平方米，每店给予防疫支出补贴 2 万元。

3、百姓生活服务中心。营业面积 1000 平方米（含）以上，

每店给予防疫支出补贴 3 万元；营业面积 500（含）-1000 平方

米，每店给予防疫支出补贴 2 万元；营业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下，

每店给予防疫支出补贴 1 万元。

（三）餐饮行业防疫补助

对疫情防控期间，严格执行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在西城区

属地经营的餐饮经营单位，以消费券配资的形式给予补助。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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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餐饮企业通过主动参与“西城消费”平台消费券发放活动，

拉动餐饮消费增长。餐饮企业消费券的政府配资额不小于企业

配资额的 2 倍。

五、实施保障

1、加强组织领导。消费市场助企纾困工作领导小组统筹

调度，各成员单位设专人负责，明确职责分工，强化沟通协调，

协同保障实施。

2、强化精准服务。各成员单位要梳理政策涉及的对象与

范围，加强政策全覆盖宣传，做到纾困政策精准触达，精确解

读，精细服务。

3、简化申报流程。各成员单位要清晰审核标准，简化申

报流程，及时组织企业申报，提高审核时效，加快资金拨付进

度，确保纾困政策及时有效落地。

西城区商务局

2022 年 8 月 29 日

（《措施》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