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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若干措施 

京政办发〔2020〕5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切实加强防控能力建设，解决企业生产经

营困难，促进城市平稳有序运行，更好服务市民生活，制定以下

工作措施。 

一、进一步优化审批服务 

1.对新落地生产防控疫情所需物资的项目加快审批，各区围

绕防控物资和配套部件、材料项目生产建设、认证等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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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各区政府) 

2.设立进口防控物资快速通关专用窗口和绿色通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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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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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增值税、消费税；对卫生健康部门组织进口的直接用于防控疫

情物资免征关税；免税进口物资已征收的应免税款予以退还。(责

任单位：北京海关、市财政局、北京市税务局、市卫生健康委) 

3.建立采购绿色通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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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4.提高资金拨付汇划效率。引导辖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好

与防控疫情相关的银行账户服务工作，简化开户流程，加快业务

办理。积极开辟捐款绿色通道，确保疫情防控款项第一时间到达

指定收款人账户。减免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人民银行支付系统办

理防控疫情相关款项汇划费用。(责任单位：人行营业管理部、北

京银保监局) 

5.简化外汇办理手续。对于市政府有关部门所需的疫情防控

物资进口，可按照“特事特办”原则，简化进口购付汇业务流程

与材料。对于境内外因支援此次疫情防控汇入的外汇捐赠资金，

银行可直接通过受赠单位已有的经常项目外汇结算账户，便捷办

理资金入账和结汇手续。暂停实施需开立捐赠外汇账户的要求。

企业办理与疫情防控相关的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时，无需事前、

逐笔向银行提交单证材料，经办银行加强对企业资金使用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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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后抽查。(责任单位：人行营业管理部、北京外汇管理部、北

京银保监局) 

二、加大防控资金支持力度 

6.建立疫情防控专项资金池，主要用于全市医药物资储备、

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疫情防控所需医用设备设施和防护物资等。市

区两级财政加大疫情防控库款保障力度，优先调度，协同财政代

理银行主动做好与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的对接，确保预算安排

的疫情防控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对于库款保障水平偏低的区级财

政，市财政将及时增加资金调度予以保障。(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各区政府) 

7.加强医疗费用保障。落实国家有关政策，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确诊患者救治费用个人自付部分由财政予以全额补助。

对直接接触待排查病例或确诊病例，诊断、治疗、护理、医院感

染控制、病例标本采集和病原检测等工作相关人员给予每人每天

300元补助，对参与疫情防控的其他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给予

每人每天 200元补助。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按规定认定为工伤；将《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覆盖的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临时纳入工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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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基金支付范围。(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医疗

保障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区政府) 

8.加大对涉及疫情防控和民生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引导辖

区内各金融机构针对疫情防控涉及的卫生防疫、医药产品制造及

采购、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攻关等企业提供专项信贷服

务，对涉及疫情防控的企业信贷申请“特事特办”，简化流程，

尽快发放。通过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向相关直接参

与防控的重点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生产、运输和销售重点企业提

供优惠利率信贷支持。鼓励辖区内各金融机构向疫情防控一线的

相关单位和工作者、接受治疗或隔离的人员以及受疫情影响暂时

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提供更优惠的金融服务，灵活调整住房按揭、

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合理延后还款期限。(责任单位：人

行营业管理部、北京银保监局、市金融监管局) 

三、精心做好企业服务 

9.支持防控疫情所需物资生产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提质增效增

加产能，支持其他企业通过新增防控疫情所需物资生产线快速形

成产能，对相关有效释放产能的项目提供投资补贴或者贷款贴息。

(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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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帮助各类企业稳定生产经营。协助企业解决防控物资保障、

原材料供应、物流运输等问题，加强防控监督指导，确保企业在

疫情防控达标前提下正常生产。实施灵活用工政策，允许企业综

合调剂使用年度内的休息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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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岗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符合

条件的企业，可按规定给予失业保险费返还。(责任单位：各行业

主管部门、市商务局、市药品监管局、市交通委、北京铁路局、

北京海关、市卫生健康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

各区政府) 

11.妥善解决困难企业融资问题。对因受疫情影响经营暂时出

现困难但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为相关企

业做好续贷服务，努力做到应续尽续、能续快续。启动线上续贷

机制。采取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措

施，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灾害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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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相关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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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营

业管理部、北京银保监局、北京证监局)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5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