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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

的挑战与对策

肖功为、杨琴、郭建华、王周火、刘纯、

曾海燕、刘洪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发

展取得巨大成就，但近些年来，随着

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

国内外约束日益增强，我国民营经济

发展有放缓趋势，其高质量发展面临

挑战不断攀升。2017~2020 年，新注

册民营制造企业数年均减少 5.1%，民

营制造企业注销关停年均增 长

25.8%。2019年规模以上民营企业亏

领导批示：

邵 阳 学 院

邵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 2 -

损数量为 404 家，占规模以上民营企业 6.78%，户均亏损

额 2.23亿元，规模以上民营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员

工人数和纳税总额占比较上年分别下降 0.57、1.40、0.51

和 0.09个百分点。2020年，加之疫情影响，规模以上工业

亏损面为17.3%；民营企业500强员工总数同比减少1.29%，

营业收入增幅、税后净利润增幅、资产总额增幅同比下降

10.59、5.81、15.99个百分点。

一、我国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生产经营成本不断上升、竞争优势减弱

1.人力成本连年攀升。2009~2020年，我国城镇私营单

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由 18199元增长到 57727元，年均

增长率达 11.07%。近一半企业人力成本占其总成本比重

30%以上，少数高达 50%以上。2020年从事制造业农民工

月均收入 4096元，比上年增长 3.5%，为增速最快行业。

2.融资难融资贵。财科院《2020年“企业成本”问卷调

查报告》显示，民营企业在信贷、债券、股票等融资方面

较国有企业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国有样本企业融资规模

是民营样本企业的 3.6 倍。国有样本企业融资来自银行长

期贷款占 42%，短期贷款占 39%，而民营样本企业融资主

要以银行短期贷款为主（72%），长期贷款仅 19%，民营

企业很难获得中长期贷款。2020年上半年，发行信用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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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数量为 205只，仅占全市场的 8.6%，发行规模仅占

7.4%，无增信 AA 级、AA+级和 AAA 级民营企业信用债

平均发行利率分别为 6.92%、5.73%和 4.27%，分别高出同

级别国企信用债 150BP、160BP和 86BP。

3.物流成本居高不下。2020 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

14.9万亿元，同比增长 2.0%，占 GDP的 14.7%，而美国、

巴西、印度分别为 8.5%、11.6%、13%。

4.土地成本明显上扬。2020年，我国 300城整体成交

土地均价有所上升，增至 4909元/平方米（约 721.9美元/

平方米），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成交土地均价分别同比

上涨 22.9%和 6.3%；二线城市同比基本持平。我国土地均

价高于德国、韩国、日本（110~310美元/平方米），远高

于印度（50~150美元/平方米）。

5.债券违约仍处高位。2018~2019 年出现了民企债券

“违约潮”，民企违约债券数量超过三位数，2019年违约债

券余额高达 993.67 亿元。2020 年 1~5 月转好，但还有 20

家民营企业债券违约，违约债券余额 141.93亿元。

6.民营企业税费负担偏重。2015~2020年，民营经济上

缴税收占全国收入比重由 51.5%上升到 59.7%，远高于国有

企业的 24.3%。2020年，全国税收下降 3.5%，国有企业下

降 5.4%，涉外企业下降 6.9%，而民营企业仅下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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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发激励政策体系不够完善，产业链现代化水

平不高

1.财税政策对研发活动支持力度偏低。对企业研发活

动支持力度最大的是韩国（0.42%），其次是俄罗斯（0.41%），

法国（0.37%）。我国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为 0.07%、税收

政策为 0.06%，排名居于中后位。

2.政府引导基金效应欠佳。我国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政

府出资达 25%，远高于美国（不足 3％）、欧洲大陆（6％）、

日本（5~7％）。截至 2020年上 1~5月，我国政府引导基金

数量 1349只，引导基金规模 21452亿元。但其管理和运行

因政府事权界定不到位，导致权责不明、政策性目标与商

业性目标不协调、社会资本吸引不足及民营企业参与(PPP)

项目与国有企业差别对待、退出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3.研发投资强度不高。2016~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私

营企业 R&D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17.5%，占全部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R&D经费投入比重由 25.56%增加到 33.47%。但与

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研发投资强度不高、关键性技术供

给不足等问题。2020年我国研发投资强度仅 2.4%，经合组

织近 2.5%，美国为 3%，以色列、韩国分别高达到 4.9%和

4.6%。

4.核心技术专利发明偏弱。2020年我国专利局受理发

明专利 53万件，是美国（35.2万件）1.5倍，但制造业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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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技术发展仍落后，屡遭遇“专利天花板”“技术封锁线”，

特别在药品及医学技术占比（5.37%）、生物技术占比

（3.01%）、发动机占比（3.84%）等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

的核心技术专利数量仍处低位。

5.产学研合作缺少专门法律规范。目前我国仍缺少对

产学研合作链条上各参与主体的权利、责任、义务等进行

系统性规定的专门法律。

6.企业数字化转型差距大。《2020年中国企业数字化转

型研究报告》显示，61%参评企业将数字化转型工作视为

重中之重，并制定了清晰的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但仍有

39%企业暂未提出明确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先行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步入良性循环，领先企业和滞后企业业绩差距不

断扩大。

7.产业园区聚集能力弱。2020年我国有各类产业园区

15000 多个，但对国家经济贡献仅 30%。国家级经济开发

区数量 217 家，对国家经济贡献仅 11.5%。而美国硅谷汇

聚半导体生产企业超过 10000家，园区生产集成电路产品

占美国 1/3；新加坡裕廊工业区汇聚企业数量超过 8000家，

对全国 GDP贡献率超过 20%。我国国家级开发区还不及美

国、新加坡一个产业园区财政贡献，特别是较多地市级园

区过于盲目追求数量，产生不了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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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制造业处于产业链中低档水平。《2020中国制造强

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产业链中还处于

第三梯队（中低端）。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为 110.84，落

后于美国（168.71）、德国（125.65）、日本（117.16）。

（三）民营企业竞争趋于激化，竞争压力持续攀升

1.生存空间受国有企业严重挤压。国有经济规模和存

在空间超出了合理范围，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几

乎所有国有垄断企业都从事一般性竞争行业投资经营，对

许多国有经济不必进入或不必进入太多的竞争性行业，国

有经济进入了或进入太多，挤占了民营资本正常投资空间，

民营资本安全感下降，严重时会导致“民营资本外流”。

2.民营资本无序扩张。随着市场准入不断放开，互联

网资本、地产资本和民间金融资本无序扩张和“平台经济”

垄断行为不断增加，近年，有蚂蚁金服、虎牙与斗鱼合并

计划、滴滴出行、社区团购、阿里和美团“二选一”等涉嫌

垄断被政府调查事件。

3.出口产品相似度偏高。目前与美、日、韩发达国家

出口产品相似度分别为 39.6%、49.9%和 42.2%。与印尼、

印度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相似度分别 20.6%、48.9%。

4.对外依存度较大。2020年我国对外依存度为 31.6%，

美国外贸依存度仅为 18.37%，日本为 25.02%。

5.出口产品转内销国内市场面临现实挑战。2020年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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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外贸企业开展了出口转内销业务，但面临国内市场培

育、销售渠道开拓、内外标准衔接等现实挑战。

6.品牌战略意识不强。2020《世界品牌 500 强》排行

榜上，美国 204个，法国 45个，日本 44个，我国 43个，

排第四。

7.开拓国际市场意愿下降。《2020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

报告》显示，共 301 家有意愿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占

60.2%，较上年减少 17 家；119 家没有投资意向，占比

23.80%，较上年增加 13 家；80 家还未决定是否投资，占

比 16.0%，较上年增加 4家。

8.消费者信心指数有所下降。益普索 Ipsos调研数据显

示，2021年 3月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44.7，我国消费者

信心指数最高（71.8），较 2020年 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72.9

下降了 1.1，其次为沙特阿拉伯 62.9，第三美国 52.5。

（四）民营经济发展营商环境总体不优，部分领域排

名靠后

与世界先进经济体相比，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排名由

2012年第 91位跃升到 2020年第 31位，但总体仍然不优，

在市场、法治及政务环境等领域滞后。世行《营商环境报

告 2020》显示，我国在纳税（排名第 105）、跨境贸易（排

名第 56）、办理破产（排名第 51）、获得信贷（排名 80）

等领域仍排名靠后。以纳税和跨境贸易为例，我国企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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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次数、纳税耗时及总税收和缴费占企业利润百分比分

别为 7次、138小时、59.2%，而同期新加坡仅为 5次、64

小时、20.6%；我国出口边境合规耗时为 21小时，成本为

256美元，美国同期耗时仅为 1.5小时、成本为 175美元。

二、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建议

（一）持续深化减税降费和降成本改革，完善资源要

素保障

1.持续深化减税降费改革。继续执行制度性的减税政

策，适当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减征增值税等政策执行期限。

提高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进一步加大小微企业的

税收减免力度。提高民营制造业企业加减扣除比例，对民

营先进制造企业，按月退还增值税增量的留底税额。取消

港口建设费，降低航空公司的民航发展基金征收标准。继

续清理规范收费基金，加大对各类违规涉企收费整治力度。

2.全面深化降成本改革。调整担保品管理框架，降低

企业融资成本。引入第三方市场化主体构建供应链金融共

享平台，降低地方产业链资金成本。鼓励民营企业利用自

有工业用地发展新产业新业态，降低土地使用成本。落实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培训补贴，降低企业人工成本。落实

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价格支持政策，降低用能用网成本。

依法规范港口、班轮、铁路、机场等经营服务性收费，降

低物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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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善资源要素保障。加大对民营企业信贷支持力度，

引导商业银行增加制造业民营企业信贷投放，大幅增加制

造业中长期贷款，加大“信易贷”模式推广力度，依托全国

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等各类服务平台，支持开展信

用、债券融资。创新产业用地供给方式，允许中小民营企

业联合参与工业用地招拍挂。畅通民营企业技术人才职称

评审通道。破除要素流动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打造“通道

+枢纽+网络”现代物流体系。

（二）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加快民营企业转型升级

1.强化科技支撑。加大普惠型科技创新投入力度。支

持参与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推动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

施和仪器向民营企业开放。建设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

台。实施企业“上云用数赋智”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

行动，培育一批民营企业产业技术创新示范联盟，促进民

营企业数字化转型。

2.引导扩大转型升级投资。鼓励政府引导基金市场化、

产学研合作规范化。探索“揭榜挂帅”制度支持民营企业平

等参与项目投资。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支持传

统产业向智能、绿色、服务、高端方向升级。引导民营企

业聚焦主业和核心技术，推动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

关键业务上重组整合，增强核心竞争力。

3.巩固提升产业链水平。鼓励民营企业依托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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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创新资源和要素，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加大民营企业

核心产业链、高科技含量产业链的建设力度，推进产业链

上下游协同发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

（三）深入挖掘市场需求潜力，规范民营资本有序发展

1.拓展民营企业市场准入。加快电网企业剥离装备制

造等竞争性业务，进一步放开油气、化工、电力等领域节

能环保竞争性业务，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铁路建设经营，依

法支持社会资本进入银行、证券、资产管理、债券市场等

金融服务业。推动社会资本进入检验检测市场化改革。

2.用高质量供给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支持适销对路出

口商品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规范

有序推进 PPP 项目，带动民营企业参与 5G网络、工业互

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实施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推

广计划。搭建支持民营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平台。鼓

励行业组织协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3.促进民间资本规范有序发展。强化针对互联网平台

经济等领域的民间资本无序扩张和经营者集中等垄断行为

的反垄断审查，促进民间资本规范有序发展。

（四）加大改善营商环境力度，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

1.强化法治制度保障。有效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等法律法规，不断强化营商环境建设的法治和制度保障，

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加大取消和下放行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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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及许可事项力度，简化保留事项的审批环节和条件，放

宽市场准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标准

化便利化。

2.补短板强重点。压减纳税人办事事项和时间，提高

税务便利化水平。健全破产制度，解决市场主体“能生不

能死”问题。建立办理破产工作统一协调机制，统筹推进

破产程序中的业务协调、信息共享等工作。完善信用信息

共享机制，优化资本市场服务环境、提升信贷效率和水平。

3.完善涉企政策服务机制。建立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

政策制定机制，鼓励各地建立统一的民营企业政策信息服

务平台。建立民营企业转型升级问题清单制度，及时协调

解决企业反映的问题困难，统筹推进政策落实、落地、见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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