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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现代化、发

展市场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新

的经济体，是“民本经济”，是“支柱”

经济，是“猎狗”经济，是构造“橄榄型

社会”的重要基础[1] 。民营制造业投

资占比从 2006年开始超过国有企业，

且领先优势不断扩大，到 2015 年末,

已经占据整体制造业投资的 63.5%。

领导批示：

邵 阳 学 院

邵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 2 -

同时，极强的资产创造能力：单位资产创造的产值、销售

收入和利润全面超过国有企业，略高于外资企业[2]。与国

有、外资“三足鼎立”，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两

个毫不动摇”、“优化民营企业经营环境”，促进民营制造业

企业高质量发展”[4]。

民营经济是湖南经济的“制胜法宝”：“60%的税收、60%

的 GDP、70%的新增投资、90%的就业、90%的企业占比”，

2019年高新技术民营企业数量达 5658家，占比 90%以上[3]。

民营制造业是湖南民营经济的“铁柱钢梁”：2019年民营百

强就有 38 家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 3812.42 亿元，占比

47.20%；税后净利润 232.84亿元，占比 56.03%1。“以制造

业为重中之重推进产业振兴”，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营造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商业环境，成为湖南当仁不让

的战略选择。

因此，基于国情与省情的需要，本文运用比较法与总

结归纳法，分析湖南民营制造业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

建构民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逻辑路径，为“十四五”

期间民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决策建议。本

文的边际贡献：其一，为完善民营制造业统计指标及其评

价体系提供理论思路。从中国统计年鉴与中部六省的统计

年鉴发现，现有指标体系严重制约了对民营制造业科学评

1 2020 湖南民营企业百强调研分析报告独家披露，已三成企业进入金融领域

https://xw.qq.com/cmsid/20201105A0HU8M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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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与及其高质量发展。其二，通过对“十三五”时期横纵数

据的比较，建构起湖南民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逻辑

路径，为“三高四新”战略实施，贡献民营制造业价值提供

理论参考与对策建议。

一、湖南制造业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

（一）民营制造业企业增量与经济效益齐发力，支持

“湖南制造”扬名立万

“十三五”期间，湖南民营制造业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主线，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民营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单

位个数、在工业中的地位分别由“十二五”末（2015）的 10403

个、86.03%，上升到 2019年的 12384个、88.54%；全部从

业人员的平均数及其在工业中的地位分别由“十二五”末

（2015）6.97%、74.41%，增至 2019年的 7.46%、77.77%；

固定资产原价及其在工业中地位分别由“十二五”末（2015）

6270.68 亿元、67.80%，上升到 2019 年的 9983.91 亿元、

71.37%，利税总额及其在工业中的地位分别由“十二五”末

（2015）2160.85 亿元、82.70%，到 2019 年的 1739.27 亿

元、83.830%；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单位个数、产业增加值分

别由“十二五”末（2015 年）的 2363 个、20976034 万元，

增加到 2019 年的 7249 个、38461321 万元，增幅分别为

206.8%、83.4%2。

2 此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 2011——2020 年湖南省统计年鉴和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是在原始数据基

础整理加工处理。在文章如没有特别说明，数据来源均与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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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制造业市场主体数量呈平稳上升态势。2017年比

2016年增长 9.21%，2018年比 2017年增长了 7.0%，2019

年比 2018年增长 6.82%，增加的幅度收窄。其中亏损企业

占比，2016年为 3.38%，2017年为 4.17%，2018为 5.05%，

2019年为 4.99%，显下降趋势。总体而言，市场主体数量

扩大，活力激发，质量提升（如表 1所示）。民营制造业企

业分布在 30个行业。主要集中在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

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有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木材加工和

木.竹.藤.棕.草制品业、汽车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领域等

22类制造行业。拥有 94%以上的民营企业数量，95%民营

制造业主营业收入，为“十四五”“三高四新”战略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和物质技术前提（如图 1、图 2）。
表 1 湖南省 2016-2019年民营制造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统计 单位：个数、

亿元、%

数据来源：2017-2020湖南省统计年鉴整理处理

民营制造业资产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流动资产增幅逐

企业

单位

数

亏损

企业

资产

总计

流动资

产合计

负债

合计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利润

总额

全部从业
人 员 年 平
均人数 (万
人)

资产

负债

率

2016 9915 336 9025.21 3749.29 3936.31 20517.53 16928.88 1111.91 185.15 43.61
2017 10828 451 9876.7 4139.41 4136.22 20865.91 17275.83 1106.53 189.7 41.88
2018 11593 585 9596.64 4318.33 4146.88 18639.61 15883.46 870.55 166.9 43.21
2019 12384 618 11118.61 5045.88 4821.57 20409.05 16508.1 1252.24 182.41 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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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扩大，2019年比 2018年增加了 16.8%；资产负债率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均低于 50%。民营制造业

控制与或者拥有的资源增加。资产直接或间接导致资金或

现金等价物流入企业的潜力增加。过去的交易与事项比较

活跃与繁多。营商环境变好，企业经营资金周转效率与获

利能力提升。民营制造业的利用债权人提供资金进行经营

活动的能力增强，易于扩大生产规模，开拓市场，增强企

业活力，获取较高的利润。民营制造业的资产负债率处于

40%-44%之间，正好落在正常 40%-60%的范围，但是在下

区偏低的位置，影响制造业高效运行。如表 1所示。

民营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尽管

2018 年有所回落，但 2019 年回到正常的增长轨道上。营

业收入增长，说明了民营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

进行，保证了企业利润的不断增长，提高了企业的素质，

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营业成本与营业利润，三者紧密关联。

营业利润总额增加，说明了民营制造业的经营管理效率提

升（如表 1所示）。

民营制造业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整体呈上

升的趋势，基本维持从业人数年均 180万人左右，为劳动

提供就业岗位。成为推动湖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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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17-2020湖南省统计年鉴整理处理

图 1“十三五”期间前 22类民营制造业企业数量分布

数据来源：2017-2020湖南省统计年鉴整理处理

图 2 前 22个民营制造业行业企业主营业收入

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支撑“湖南制造”产业集群

聚优成势

“十三五”期间，湖南以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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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不断调整和优化升级制造业内部结构，突出维护产业

链供应链安全，突出产业集群建设，制造强省建设取得明

显成效。

（1）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比重上升，劳动密集型

和传统制造业比重下降。2016-2019年间，规模以上民营制

造业中，主营业收入上升的有 12个行业，其中有电气机械

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橡

胶和塑料制品业等 6个属于资金或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尤

其投入 R&D单位数目和人员数量（此处以规模以上工业数

据来验证，因为采矿业与电、水、热的企业数量少，且研

发投入相对少），从“十二五”末（2015）的 1793个 R&D单

位、46443个 R&D人员（其中 30335个 R&D全时人员）、

33281人年 R&D人员全时当量，上升到 2019年的 5459个

R&D单位、89206个 R&D人员（其中 65532个 R&D全时

人员）、59292人年 R&D人员全时当量（如图 3）。2016-2019

年间，规模以上民营制造业中，主营业收入下降的有 18个

行业，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造纸和

纸制品业、家具制造业等 9各行业。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

发展之路，79家国家级小巨人企业，1018家省级小巨人企

业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经过调整焕发强劲活力。三一重工、

山河智能入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业企业 50强。三一重工市

值超过日本小松，跃居行业全球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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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16-2020湖南省统计年鉴整理处理

图 3 湖南省 2015-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人员情况统计

（2）行业集中度明显，产业集群聚优成势。2016-2019

年间，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

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

品和制鞋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食品制

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

制品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汽车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 17个制造行业中民营企业聚集

呈逐步上升态势。其中，金属制品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等企业聚集密度大。千亿元

的制造行业由 2016年的农副食品加工业（2301.54亿元）、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2136.72亿元）、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2030.55亿元）、专用设备制造业（1896.1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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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1298.25亿元）、通用设备制

造业（1187.06 亿元）5 个，上升到 2019 年的农副食品加

工业（2290.96亿元）、非金属矿物制品业（2211.88亿元）、

专用设备制造业（1922.36亿元）、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1764.24亿元）、通用设备制造业（1195.01亿元）、

金属制品业（1158.92 亿元）、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083.65 亿元）、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018.78 亿元）8 个，还有接近千亿级的食品制造业

（976.91 亿元）、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795.06 亿

元）、医药制造业（653.2亿元），占湖南省的千亿元产业（15

个）的 53%。

（3）高新技术制造业迅猛发展，助推“湖南制造”转型

升级。“十三五”期间，民营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单位数量、

总产值、增加值、主营业收入、出口收入、利税总额、利

润总额，均超“十二五”。企业数量从 2016 年的 3214 个，

增加到 2019年的 7249个，增长了 125.5%；总产值由 2016

年的 11066.57 亿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14122.01亿元，增

长 27%；增加值从 2016 年的 2782.96 亿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3846.13亿元，增长 38.2%，比同期规模以上制造业增

速高 29.5个百分点；主营业收入由 2016年的 10063.29亿

元，增加到 2019年的 13313.68亿元，增长 32.2%；利税总

额由 2016 年的 611.57亿元，增加到 2019年的 1026.8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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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 67.9%（如表 2）。

表 2 湖南省 2015-2019年民营高新技术产业情况统计 单位：万元

企业单

位数

(个)

高新技术产

业总产值

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

值

高新技术产

业主营业务

收入

出口收入

高新技术

产业利税

总额

利润总额

2019 7249 141220075 38461321 133136796 4554540 10268834 7416504

2018 6194 128864213 33339712 122135961 3106141 7794909 5497357

2017 4501 128658306 33991333 120130043 3434077 7860004 5488170

2016 3214 110665683 27829644 100632869 5876580 6115727 4163891

2015 2363 73876741 20976034 65991851 3345533 5870136 3257033

数据来源：2016-2020湖南省统计年鉴整理处理

二、湖南民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比较分析

（一）湖南民营制造业纵向比较

1、民营、国有和外资、港澳台三足鼎立，民营在单位

个数占比和亏损上占比占优

“十三五”期间，规模以上工业市场主体呈现了平稳上

升的趋势，形成了以国有控股为代表的国有、民营制造业

为代表的民营和外资、港澳台资三足鼎立的局面。民营制

造业在企业单位个数以绝对优势超过在国有控股和外资、

港澳台资，2016-2019年，年平均占比七成以上，亏损企业

占比少于国有控股和外资、港澳台资。民有制造业企业单

位个数从 2016-2019 年呈现稳定递增的态势，而国有控股

企业单位个数总体的递增，但是不太稳定；外资、港澳台

资的单位个数就像过山地车，呈波峰与波谷交替的态势。

民营制造业企业亏损数目，维持在 5%左右，国有控股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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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 20%左右，而外资、港澳台资 14%左右。经历 40多年

的改革开放，民营制造业已经替代了国有与外资、港澳台

资，成为中流砥柱。如下表 3所示。

表 3 2016-2019年湖南省规模以上工业内部结构元素比较

年 项目

企 业

单位

数

(个)

单位个

数占

比%

#亏
损

企

业

亏损占

比
年 项目

企 业

单位

数

(个)

单位个

数占

比%

#亏
损

企业

亏损占

比

2016

规上工业 14386 100.00% --- 0.00%

2018

规上工业 16055 100.00% 1049 6.53%

国有控股 742 5.16% 174 23.45% 国有控股 715 4.45% 139 19.44%

民营制造

业
9915 68.92% 336 3.39%

民营制造

业
11593 72.21% 585 5.05%

外资、港澳

台
520 3.61% 60 11.54%

外资、港澳

台
548 3.41% 81 14.78%

2017

规上工业 15201 100.00% 862 5.67%

2019

规上工业 16562 100.00% 1083 6.54%

国有控股 736 4.84% 151 20.52% 国有控股 757 4.57% 146 19.29%

民营制造

业
10828 71.23% 451 4.17%

民营制造

业
12384 74.77% 618 4.99%

外资、港澳

台
525 3.45% 53 10.10%

外资、港澳

台
451 2.72% 64 14.19%

数据来源：2017-2020湖南省统计年鉴整理处理

2、民营制造业资产涨幅势头喜人，主要资产指标劣于

国有控股

民营制造业、国有控股企业、外资港澳台资企业的资

产总额保持一个稳定增长态势，流动资产的增长幅度稍大

些。尽管民营制造业在规模以上工业占比低于国有控股，

但资产占比的差距并没拉大，维持 2-5 个百分点；流动资

产占比上大于国有控股企业，超过了 7个百分点；民营制

造业在资产负债数量上，处于正常界限的下区，有很大上

升空间，而国有控股企业处于正常界限上去。民营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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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能力与盈利能力低于国有控股企业。如表 4所示。

表 4 2016-2019年间规模工业各类型的资产、流动资产和资产负债比较 单

位：亿元

资产总计
资产占

比%
流动资产

合计

流动资产

占比
负债合计

资产负

债率(%)

2016

规上工业 25518.07 100 11064.34 100 13343.81 52.29
国有控股 9937.63 38.94 4426.14 40 6326.88 63.67

民营制造业 9025.21 35.37 3749.29 33.89 3936.31 43.61

外资、港澳台 2254.99 8.84 995.97 9 1092.21 48.44

2017

规上工业 27766.56 100 12188.95 100 13730.04 49.45
国有控股 10491.7 37.79 4705.2 38.6 6398.51 60.99

民营制造业 9876.7 35.57 4139.41 33.96 4136.22 41.88

外资、港澳台 2628.95 9.47 1300.07 10.67 1344.43 51.14

2018

规上工业 27195.33 100 12443.94 100 14011.61 51.52
国有控股 10299.23 37.87 4589.2 36.88 6080.05 59.03

民营制造业 9596.64 35.29 4318.33 34.7 4146.88 43.21

外资、港澳台 3123.42 11.49 1619.59 13.02 1902.23 60.90

2019

规上工业 29616.35 100 13441.53 100 14872.72 50.22
国有控股 10142.65 34.25 4107.49 30.56 5653.64 55.74

民营制造业 11118.61 37.54 5045.88 37.54 4821.57 43.36

外资、港澳台 3210.5 10.84 1406.88 10.47 1797.19 55.98

数据来源：2017-2020湖南省统计年鉴整理处理

3、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良好，营业成本与全部从业人

员平均人数涨幅显负向效应

2016-2019年间，湖南省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18 年有所回落，但 2019 年基

本实现了强势反弹，回复到正常的增长轨道上。民营制造

业在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正增长，增长率为 9.49%，高于

它本身 2017年的 1.70%，好于规模以上工业整体的-1.03%、

国有控股-5.85%和外资、港澳台资 5.44%；2019年民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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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营业成本增长率为 3.93%，高于 2017年的 2.05%，增

长率也快于同期整个规模以上工业的-3.08%，国有控股的

-8.81%，外资、港澳台资的 3.93%；2019年民营制造业营

业利润增长率为 43.84%，快于 2017 年的-0.48%，好于同

期的整个规模以上的 28.97%，国有控股 5.74%和外资、港

澳台资的 5.73%。2019年民营制造业的全部从业员工平均

人数增长率为 9.29%，高于 2017年的 2.46%，好于同期的

整个规模以上工业的-3.56%，国有控股的 4.89%，外资、

港澳台资的-23.27%，但涨幅低于国有控股近 3个百分点。

营业收入保证了企业利润的不断增长，提高了企业的素质，

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营业利润总额增加，企业管理部门的

经营管理效率提升。民营制造业推动湖南省经济高质量发

展。

表 5 规模以上工业的经济收益与社会收益横向比较

年 项目
营业收

入

营业成

本

利润总

额

平均

人数

(万人)

年 项目
营业收

入

营业成

本

利润总

额

平均

人数

(万人)

2016

规上

工业
38314.28 31304.81 1953.67 336.31

2018

规上

工业
38314.28 31304.81 1726.95 297.8

国有

控股
6922.91 5301.99 270.55 53.51

国有

控股
8127.41 6375.04 396.15 41.1

民营

制造

业

20517.53 16928.88 1111.91 185.15
民营

制造

业

18639.61 15883.46 870.55 166.9

外资、

港澳

台

3214.75 2714.44 160.65 30.71
外资、

港澳

台

2959.26 2494.46 158.3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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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规上

工业
38934.23 31859.74 2093.98 335.88

2019

规上

工业
37919.6 30340.06 2227.27 308.41

国有

控股
7593.69 5849.39 398.41 50.77

国有

控股
7651.68 5813.28 418.89 43.11

民营

制造

业

20865.91 17275.83 1106.53 189.7
民营

制造

业

20409.05 16508.1 1252.24 182.41

外资、

港澳

台

3466.59 2927.43 201.4 32.98
外资、

港澳

台

3120.16 2549.31 167.45 28.39

数据来源：2017-2020湖南省统计年鉴整理处理

4、民营制造业企业多项主要指标偏小，制约“湖南创

造”强势崛起

2016-2019年湖南民营制造业快速发展，但湖南民营制

造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创新能力仍然很弱，融资渠道不

畅，严重制约“湖南制造”向“湖南创造”转型发展。

（1）企业规模不大。2016-2019年间，湖南省非公有制

工业年均经济总量为 8918.35亿元，户均贡献均值为 0.628

亿元。民营制造业企业占非公有制企业 76.7%。可见民营

制造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2016-2019年，湖南全省民营规

模制造业企业年均 11180 户，占全部规模工业企业的

71.9%。其中，户均资产总额 0.8859亿元、户均主营业务

收入 1.798亿元和户均从业人员 1160人，分别为国有控股

企业的 6.7%、17.8%和 20.4%。与国有控股企业相比，民

营制造业企业的经营规模差距明显。不管是湖南省民营企

业 100强（如 2020年统计 38家入选 4家），还是中国民营

企业 500强与中国民营制造业企业 500强（2019年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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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与 6家），占比明显偏小。

（2）创新能力不强。2016-2019年期间，以民营制造业

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但创新能力仍然较

弱。2016-2019年间，在湖南省民营规模工业企业中，户均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和户均 R&D人员

分别为 182.08 万元和 6.36 人，分别为国有控股企业的

12.6%和 14.6%；非公有制工业企业 R&D人员占其从业人

员比重为 3.3%，比国有控股企业低 2.6个百分点；非公有

制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

业务收入的 0.84%，比国有控股企业低 0.82个百分点。2016

年、2017年、2018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办科技机构的

硕博占在办科技人员的比分别是 16.5%与 3.47%、18.2%与

3.54%、20.9%与 2.77%；同时，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硕博

占比分别为 39.51%与 54.24%、39.30%与 51.19%、43.88%

与 46.71%。博士占比总体收窄，硕士比例稳定增加；另外，

科技机构内部经费支出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占比分别为

42.35%、41.84%、40.41%，不仅支出少，而且也在不断收

窄。

5、民营制造业地域分布不均，影响着“智造湖南”整体

转型

区域发展不协调，一直是困扰湖南省民营制造业整体

转型。以 2019年各市州数据为例，湖南省民营制造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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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总量居首位的是长沙，超过五千亿元，而岳阳、衡

阳、常德、郴州、株洲和湘潭都未跨越两千亿元位居其后，

其他市州在一千亿元以下；从占比看，各市州民营制造业

产值占 GDP的比重差距较大，比重最高（郴州 70.2%）和

最低（娄底 46.3%）相差 23.9个百分点。

湖南民营经济百强与制造业百强的民营制造业企业分

布不均更加明显。如 2019年民营经济百强中 38家制造企

业，长沙 14家，株洲、郴州、衡阳、益阳、岳阳各三家，

常德、邵阳、湘潭各 2家，娄底 1家。从“湖南民营制造业

企业 38强”区域分布来看，百强民营企业主要分布在长株

潭地区。其中，张家界、湘西和永州“百强民营企业”数量

为零。

（二）湖南省民营制造业横向比较

本文选取中部六省，及中国民营经济整体主要经济指

标来进行比较，弄清楚湖南省民营制造业与其他五省的优

势与劣势。

1、湖南民营制造业企业单位个数持续正增长，年均增

速超过全国，略低于江西

“十三五”期间六省的民营制造业企业单位数量整体表

现为正增长，但增长率呈现出过山地车模式特征（如图 6

所示）。2019 年湖南民营制造业企业个数总量位于中部六

省首位，其后就是河南、安徽、河北、江西与山西。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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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工业中占比，湖南低于全国、湖北、安徽、河南 1 到 3

个百分点。湖南的民营制造业企业个数增量 2016-2019 年

间持续保持了 7.7%的年均增长速度，高于全国的 4.6%、湖

北的 4.3%、河南的 5.4%，安徽的-4.5%，山西的-5.9%，略

低于江西的 11%。（如表 6所示）。

表 6 中国与中部五省民营制造业单位个数及其占比 单位：个数、%

数据来源：2017-2020中国、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统计年鉴整理

处理

数据来源：2017-2020中国、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统计年鉴整理

处理

图 6 中国、中部六省民营制造业新增比

中国 湖南 湖北 江西 安徽 河南

民营

制造业

民营

工业

占比

民营

制造

业

民营

工业

占比

民营

制造

业

民营

工业

占比

民营

制造

业

民营

工业

占比

民营

制造

业

民营

工业

占比

民营

制造

业

民营

工业

占比

2016 205697 96 9915 68 8444 52 4792 44 12700 64 10288 43

2017 207004 96 10975 72 7863 52 5707 52 18883 68 9633 44

2018 212318 90 11593 72 9275 59 5905 51 19421 56 12571 57

2019 234905 96 12384 95 9438 96 6524 77 11163 98 11560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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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南民营制造业资产类指标增长率低于全国与江

西，资产负债率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2016-2019年间，全国经济的资产总额、流动资本、资

本负债增长呈不断爬山过界特征。中部六省的资产总额、

流动资本和资本负债呈整体处于上升特征。资产总额，河

南省尽管排在第一位，但资本总额存量大，增量小，呈负

增长；江西省尽管处于倒数第二位，资本存量小，但是增

长率高，增量大，持续向好；湖北省与安徽省两者竞争力

度大，前两年，安徽省好于湖北省，但是湖北省后来居上，

把安徽省抛在身后，但 2019年出现-1%的增长率；湖南省

处于第二的位置，2019年总额为 11118.61亿元，低于河南

的 12116.65亿元，增长率为 16%，低于江西省的 20%，略

低于全国的 18%。流动资本，河南省稳居第一，但整体呈

现负增长趋势；江西省倒数第二位，2019年增长率为 25%，

高于全国的22%。湖南从2016-2018年间的第三位跃居2019

年的第二位，保持了两位数的年均增速；2019年的增长速

度为 17%，增速低于江西与全国 8到 5个百分点。资本负

债，湖南省已超过河南与安徽，由原来的第二位跃居第一

位。资本负债增长率为 16%，低于全国的 20%和江西的

22%。但纵观中部六省与全国的资产负债率，均低于资产

负债正常的 40%-60%的上限，基本处于该正常范围下半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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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国与中部五省民营制造业资产类指标比较 单位：亿元

中国 湖南 湖北 江西 安徽 河南

资产总计

2016 224195.6 9025.21 6745.28 5679.61 8867.14 15050.38
2017 227315.5 9876.7 6631.75 5845.37 8908.98 14386.89
2018 223474.3 9596.64 9079.24 6022.38 7929.43 13292.32
2019 263402.9 11118.61 8928.2 7239.43 8161.6 12116.65

流动资产

2016 114000.5 3749.29 3178.08 2281.82 4791.48 5869.77
2017 121552.2 4139.41 3287.1 2728.474 4928.35 5640.44
2018 127922.4 4318.33 4293.07 2902.764 4507.91 5788.67
2019 156683.9 5045.88 4379.63 3613.97 4922.49 5548.51

负债合计

2016 112308.5 3936.31 --- 2140.42 4213.6 4244.13
2017 117941.3 4136.22 ---- 2438.07 4261.48 4050.23
2018 124782.2 4146.88 ---- 2635.87 1268.11 5021.24
2019 149980.6 4821.57 ---- 3253.07 4346.36 4747.63

资产负债率

2016 50.09% 43.61% #VALUE! 37.69% 47.52% 28.20%
2017 51.88% 41.88% #VALUE! 41.71% 47.83% 28.15%
2018 55.84% 43.21% #VALUE! 43.77% 15.99% 37.78%
2019 56.94% 43.36% #VALUE! 44.94% 53.25% 39.18%

数据来源：2017-2020中国、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统计年鉴整理

处理

3、湖南省民营制造业营业收入位居中部六省首位，年

增长速度次于江西

民营制造业营收收入以 2018年为拐点，先降后升。湖

南的民营制造业营业收入跟全国的稍有不同，就是在“十三

五”前两年是持续上升的。在 2018年下降，2019年决然上

涨，且涨势表现良好，比全国的 16%要低 5个百分点，比

湖北、安徽、河南等要高。尤其值得注意，江西的营业收

入反弹势头，非常明显，从 2018年的负 16%，猛涨到 2019

年的 29%。其他省份，如湖北营业收入总体上升，2017年

触底，2018 年猛地反弹，但 2019 年又有所回落，表现很

不稳定；河南省的一直处于下降的态势，下降幅度在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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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比较明显，其他年份比较缓慢；安徽省在 2018年猛地下

降，2019年反弹，但是势头低缓。

表 8 2016-2019中国与中部五省的营业收入及其年增长率，单位：亿元
中国 湖南 湖北

营业收入 年增长率 营业收入 年增长率 营业收入 年增长率

2016 395345.74 --- 20517.53 ---- 15373.19 ---

2017 368686.02 -7% 20865.91 2% 13908.92 -10%

2018 301335.6 -18% 18639.61 -11% 16941.75 22%

2019 348763.6 16% 20409.05 9% 17591.69 4%

江西 河南 安徽

营业收入 年增长率 营业收入 年增长率 营业收入 年增长率

2016 13304.57 --- 27356.35 ---- 18185.57 ----

2017 12582.79 -5% 26497.7 -3% 17874.44 -2%

2018 10631.44 -16% 17563.3 -34% 12217.97 -32%

2019 13693.77 29% 17189.64 -2% 12445.14 2%

数据来源：2017-2020中国、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统计年鉴整理

处理

4、湖南民营制造业用工下降幅度低于中部其他省份，

结构呈现积极变化

“十三五”期间全国总的年均用工人数以 2018 年为拐

点，先降后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中部六省的全部从业

年均用工人数均表现为下降趋势，没有 2018 年拐点。到

2019年底，中部六省中湖南省的下降幅度为负 36%，比湖

北的负 41%、江西的负 53%、安徽的负 63%、河南的负 60%、

山西的负 76%的降幅要小。

从湖南、湖北等相关统计数据发现：30个制造业大类

行业中，2019年用工人数与 2016年比较，湖南省有 13个

大类用工人数下降，17个大类保持上升势头；其中上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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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大的行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涨幅 58.3%）、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涨幅为 44.8%）、食品制造业（涨

幅 37.4%）、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涨幅 3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涨幅 15.1%）、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业（涨幅 32.2%）、金属制品业（涨幅 30.9%）、石油.煤炭

及其他燃料加工业（涨幅 19.1%）、医药制造业（涨幅 8.26）、

通用设备制造业（涨幅 3.06%）、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涨

幅 16.4%）；下降幅度最大的行业有：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降幅 70.5%）、汽车制造业（降幅 24.2%）、造纸和

纸制品业（降幅 21.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降

幅 18.96%）、木材加工和木 .竹 .藤 .棕 .草制品业（降幅

17.5%）、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降幅 13.2%）、仪器

仪表制造业（降幅 13.6%），专用设备制造业（降幅 3.6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用工人数没有

变化。

湖北省有 10 个大类用工人数下降，20 个大类用工保

持上升；其中上升幅度较大的有：纺织业（涨幅 345.8%）、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涨幅 110.7%）、医药制造业（涨

幅 68.5%）、通用设备制造业（涨幅 22.6%）、专用设备制造

业（涨幅 25.7%）、汽车制造业（涨幅 41.8%）、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涨幅 44.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涨幅 28.9%）；下降幅度最大的：化学纤维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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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幅 42.9%）、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降幅 26.2%）、

农副食品加工业（降幅 13.6%）、食品制造业（降幅 11%）。

比较湖南与湖北两个省的制造业用人数量，看到从业

人员在行业间的分布出现了积极变化，逐渐由传统的原材

料制造、高耗能行业向先进制造业转移。但是湖南用工人

数传统产业与钢铁金属产业领域比较多，湖北省在专用设

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保持增长。

表 9 2016-2019年中国与中部六省民营制造企业平均用工人数(万人)
中国 湖南 湖北 江西

年均用工

人数(万人)

年均

增长

率

年均用工人

数(万人)

年均

增长

率

年均用工

人数(万人)
年均增

长率

年均用工

人数(万人)
年均增

长率

2016 105.57 --- 336.31 --- 343.86 --- 269.13 ---
2017 312.99 196% 335.88 0% 315.65 -8% 274.5 2%
2018 88.65 -72% 297.8 -11% 293 -7% 233.8 -15%
2019 101.67 15% 190.3 -36% 171.5 -41% 109 -53%

安徽 河南 山西

年均用工

人数(万人)

年均

增长

率

年均用工人

数(万人)

年均

增长

率

年均用工

人数(万人)
年均增

长率

2016 330.49 --- 724.19 --- 190.72 ---
2017 309.46 -6% 677.42 -6% 194.43 2%
2018 288.6 -7% 480.3 -29% 187.1 -4%
2019 108.7 -62% 192 -60% 44.6 -76%

数据来源：2017-2020中国、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山西统计年

鉴整理处理

5、湖南民营制造业企业多而不强，跟江西省处于同一

起跑线上

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与中国民营制造业企业 500强，

是以营业收入总额、资产总额、固定资产总额、出口收入

总额、缴税总额、利润总额、员工人数等为评价指标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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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企业，民营制造业企业综合评价，代表了一个地

区民营企业和民营制造业的综合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与

地区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通过比较 2019年的中部地

区 500强的数目，民营企业数目，湖北中部第一，全国第

七，但就民营制造业企业和中国民营制造业企业 500强而

言，河南第一，湖北第二。湖南、江西基本居后。湖南在

中国私营工业排在第六位，中部第一。因此，湖南民营制

造业企业数目多而不强，与私营工业活跃强度及其不搭配，

需任重道远。如表 10所示。

表 10 中部六省在中国民企 500强、民营制造业 500强和私营工业排行榜的

情况

湖南 湖北 江西 安徽 河南 山西

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 6 19 6 2 13 7

500强民营制造业企业 4 5 5 1 9 6

中国民营制造业 500强 6 13 6 13 17 11

中国私营企业排行榜 6 10 12 8 7 19

数据来源于：2019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调研分析报告和中国统计年鉴

三、湖南省民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机遇与挑战

（一）湖南省民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1、中央政府一系列的支持性政策组合拳推出，持续优

化宏观营商环境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

法保护产权的意见》、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



- 24 -

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

家作用的意见》、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

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接连发布，推

动民营企业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健康发展。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和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健全支持民营经

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

系的营商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健康成长。

2、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双循环经济格局，创造了产业

结构优化与空间集聚的机会

“十四五”期间，中国政府将实施以保障国家安全、支

撑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福祉为战略导向的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它着眼于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公益、以及国家安全领

域和经济发展领域的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科学问

题和共性关键技术及产品，支撑和引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尤其“颠覆性技术创新”重点专项的启动实施，可能在

人工智能、电子信息、虚拟现实、未来通信等技术领域获

得重大颠覆性突破。双循环经济格局“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

和产业升级来提高经济体量”。技术创新整合、黏合各种生

产力要素和各种生产资源，催化了生产力要素转化及和生

产资源配置优化。目的在于国内循环国际循环互相促进。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蕴含新机遇，为

http://www.gov.cn/zhengce/2019-12/22/content_5463137.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19-12/22/content_54631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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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制造业企业提供了新机遇。

3、湖南省的“放管服”改革的持续推进，营造良好的中

微观营商环境

《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的“民营经济活全局活，民营经济兴全局

兴”新思想，《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制定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的“加大市场主体培育力度，做强大企业，培育‘小巨人’企

业，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领军企业，推动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发展”支持性战略决策，《2021 湖南省民营企业

支持政策手册》，省公检法与省工商联建立联席会议机制、

金融服务“三高四新”等举措，推进“放管服”改革，推出一

批实实在在的减负措施，平等、全面、依法保护各种所有

制经济产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打开了企业投资兴业

的便利之门，夯实市场竞争的公平之基，为民营经济发展

提供了政策支持，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4、“三高四新”战略，提供新旧动能转换和转型发展的

新方向与新途径

“三高四新”战略重在 “八大工程”：先进装备制造业倍

增、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智能制造赋能、食品医药创优、

军民融合发展、品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提升、产业基础

再造等产业链建设，“七大计划”：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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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研究发展、创新主体增量提质、芙蓉人才行动、创新平

台建设、创新生态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等科技创新，“九大

行动”：深化国资国企、投融资提质、要素市场化配置、“放

管服”、深入推进对接 500强提升产业链、对接新丝路推动

走出去、对接自贸区提升大平台、对接湘商会建设新家乡、

对接北上广优化大环境的实施。它们推动民营制造业产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提升产业基

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构建科技创新体系，全

面增强创新驱动力，为湖南民营制造业“三座大山”与“走出

去”提供了解决的新图景。

（二）湖南民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挑战

1、“国字号”企业、外资企业与民营制造业企业竞争加

剧，获取竞争优势压力增大

2019年湖南制造可圈可点，“国字号”平台创建捷报频

传：继株洲国创获批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唯一的国家制造业

创新中心后，功率半导体也有望纳入。长沙工程机械、株

洲轨道交通装备，入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初赛。全

国第二家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落户长沙，株洲获评创建国

家安全产业示范园区。产业链发展风生水起，项目建设实

现重大突。“国字号”企业、外资企业与民营制造业企业同

城、同行之间的竞争，海外并购之争日趋激烈。 比如同为

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 50强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两者市场

http://quote.eastmoney.com/SH600031.html
http://quote.eastmoney.com/SZ0001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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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争一直非常激烈。

2、省际尤其中部六省的民营制造业竞争加剧，战略转

移与突围困难多

政策利好的环境下，民营制造业获得前所未有的的发

展，省际间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中国 500强企业排行榜上，

中部六省除安徽省排在湖南省后面，其他省份都超过湖南。

江西省虽然体量小，但最活跃。其企业单位个数、主营业

收入、资产总额、流动资本、资本负债增长等指标都正向

增长，假以时日，有可能成为体量最大，富有竞争优势的

民营制造业集群。湖北民营制造业驶向“快车道”，创新型

企业不断涌现。其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增至 5000家，居中部

首位。其全部从业人数万人用工人数，主要集中医药制造

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周边省份民营制造业异军突起，导致了湖南省民营制

造业战略转移与突围困难变大了。

3、国外经济总体不景气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资

源约束日益凸显

在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升级进程加

快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发展面临治理结构不健全、竞争力

不强、可持续发展差等内部问题，面临国内国际环境制约、

税费负担重、融资难融资贵等诸多外部困难和挑战。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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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民间投资增速大幅回落。据统计，自 2012年以来，湖南

民间投资增速出现滑落，到 2016 年，民间投资增速跌至

3.8%的低谷，尽管 2018 年回升至 25.2%，但 2019 年继续

跌至 16.8%，相比 2012年前 30%以上的高增长，降幅度巨

大。2020年，加之新冠疫情持续，对全球实体经济发展造

成了不可小觑的影响，湖南民间投资增长仅 3%，非国有投

资增长也只有 7.8%。

4、国内外营商环境负效应依然是道“坎”，深耕双循环

经济阻力不小

当前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建设，

但仍存诸多亟待解决关键性问题：一是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和外资、港澳台资企业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不对等。民间

投资难以享受到国有企业、外资、港澳台资企业的市场准

入待遇。难以进入环保、交通、能源、社会事业等领域从

而导致民间资本控股能力极弱。二是融资难融资贵、巨大

的各类税费压力，有待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传导机制，

制约了企业成本降低，影响了民营企业创新性投入、新产

品开发，无力深耕双循环经济。三是新型政商关系仍有待

完善。民营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体制机制仍处初步发

展阶段，尚未达到让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尽显身手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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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湖南省民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营商环境

《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2020》显示中国连续两年入列全

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中国省份营

商环境研究报告 2020》湖南营商环境指数为 44.95，全国

排名 26位，远低于其同年人均 GDP 排名（第 15）。在全

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背景下，湖南有必要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建设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发挥市场活力、资源获

取便利、增进社会融资规模的公平的市场环境，建设廉洁

高效、亲清政商关系的政务环境，建设加强政策透明、司

法公正的法律政策环境，建设兼顾社会信用、扩大改革开

放、取消各种限制的开放性包容性的人文环境。具体而言，

对接入围《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中国民营制造业 500强》

最多的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的省份，构建适合

湖南省情的，以简政放权、公平公正监管、政务服务效能

为主要元素的营商环境体系。

（二）强化“五链”深度融合，建构民营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立体化支撑体系

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政策链的水乳交

融是民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条件。湖南省民营制

造业要发挥特色优势，改变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问题，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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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大力推进创新链与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稳定是基础，科技创新是战略支撑，人才是关

键。要聚焦“八大工程”、“七大计划”，打造国家先进制造

业高地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就必须在维护

产业链、供应链、人才链下功夫。其次要大力推进创新链

与政策链、资金链深度融合。科技资源整合聚焦离不开资

金链与政策链；创新创业投资、创新成果在种子期、初创

期的投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离不开政策链。湖南民营

制造业战略转移或战略突围，需要在促进各类要素资源向

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聚集上下功夫。通过“五链”

深度融合，建构民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立体化支撑体系。

（三）实施重点引培和兼并重组，造就行业头部经济和

小巨人，引领产业集群发展

三一重工、山河智能引领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已成为

民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标杆。对照这些标杆，高屋建瓴地

把一批具有实力、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民营制造业企业

培育成各制造行业的龙头企业，鼓励与支持他们兼并重组，

形成集团型、公司型的经济“旗舰”；把一批产品与市场比

较稳定，处于上升期的制造业企业，培育为专精特新“小巨

人”。引进一批补齐“硬科技”发展短板的骨干民营企业，优

化产业链结构，孵化行业颠覆性技术，推进湖南制造向湖

南智造转化。利用经济“旗舰”、“小巨人”和骨干企业或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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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实现行业的产业链延长，带动上游和下游的产品发展。

重点建设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

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汽车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产业集群。

（四）构筑与推进人才与创新的“智汇潇湘”工程，生成

民营制造业创新的策源地

马克思用“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

在工艺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

模与效能，以及自然状况”[4]来阐释劳动生产率，说明了人

和人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民营制造业要想在“三高

四新”战略有所作为，关键是有人才。构筑与推进以平台为

载体、以机制为推手的人才与创新的“智汇潇湘”“栽树工

程”已成为必要。构筑“人才蓄水池”：以本土高校为载体，

组建民营制造与智造研究院；以民营制造业企业为载体，

组建产研融合高新技术中心；以产业园区为载体，组建产

业孵化器与智能技术研究院；以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为载体，

构建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和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士工作站。

狠抓体制机制创新工作：建立基础前沿研究的地方政府投

入支持机制；改革与完善科研评价机制、科研成果转化收

益合理分配机制、民营制造业企业人才流动与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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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平台的人才和技术优势，体制机制的人才激励优势，

引导民营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高新技术与重点

产业融合发展，为民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五）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力推企业直接融资，吸引

湘商会等社会资本直接投资

投融资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是供给侧与需求侧两端满

足的引擎。要改变融资难融资贵，就必须深入推进投融资

体制改革，构建更加开放更加有序的投融资体制机制，激

活各类投融资主体活力，为民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

能。首先，全面落实政府投资条例，补强技术创新投入与

基础研究投入短板，激活社会投资。其次，健全政府投融

资管理体制，推进投资审批制度改革。重点在于企业投资

项目审批流程的优化，企业投资项目清单管理制度的完善，

投资项目并联审批、容缺受理和承诺制改革的推行，区域

评估和“多规合一”的全面推行。再次，创新投融资机制。

建构线上线下投融资对接平台，畅通投资主体与融资主体

对接渠道。尤其对接以湘商会为主体的社会资本，打造招

商引资磁场。第四，完善政府性担保体系，建构新型的政

府与银行风险分担机制。最后，充分发挥湖南省科技金融

服务中心、湖南股交所科技创新专板的功能，培育民营制

造业企业，推动龙头骨干民营制造业企业上市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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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放水养鱼，激活产业园区的创新的能力与辐射能

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湖南省现有省级以上的产业园区 143个，其中国家级

21 个，省级 122 个。湖南省 14 个地州市，有 122 个县市

区。平均每个县市区有一个省级产业园区。每个地市州都

有 4-12个省级以上的产业园区。这十分有利于民营制造业

区域协调发展。因此，要真正改变民营制造业企业区域分

布不均态势，关键在于省委省政府对各地市州、县市区产

业园区真实情况的了解、产业结构与产业项目的梳理，并

根据对当前与未来国内外或者省内外营商环境，给予高屋

建瓴的分类监管与指导；同时，根据地域类别、经济发展

类别、资源类别建构产业园区发展的营商环境，激活产业

园区的创新能力与辐射能力，促进区域民营制造业协调发

展。

激活了产业园区的创新能力，就是利用产业园区独特

的天然条件，以主业带动个副业，实现民营制造业与现代

服务业融合发展，形成融合发展的网络化、智能化、绿色

化模式。同时，利用其辐射力，全面升级长株潭城市群一

体化建设、推进建设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湘南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和大湘西生态经济区，推进“三高四新”全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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