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迅雷：加大扶持做实做细，

尽快扭转民企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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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李迅雷  

1~9 月份，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 5.9%，对稳住经济大盘起到

了关键性作用。但受房地产长周期走弱及房地产开发投资负增长的影响，

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靠国有资本，增速超过 10%，民间投资增速只有 2%。

但民企对中国经济贡献巨大，不仅在就业、税收和 GDP 的贡献方面举足轻

重，在研发投入方面也显著超过国企。 

 

二十大报告把发展民营经济提升到新高度 

从历次我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民营经济的表述来看，发展壮大民营

经济的表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出现。 

党的十八大主要针对民营金融机构给出政策支持，为民营经济的快速

发展提供了土壤；党的十九大对于民营经济的表述，着力点在对经济制度

的完善，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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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则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更具体的阐述，对民营企业的

态度由“支持”转变为“发展壮大”。报告强调，通过优化民营企业发展

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完

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体

现了决策层对民营经济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改革开放的 40 年里，我国经济能够快速增长，离不开民营企业的突

出贡献。一方面，2012 年到 2021 年间，民营企业数量从 1086 万户增长

到 4458 万户，十年间翻了两番。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支持下，民营企业继

续展现强有力的发展韧性。从 2020 年初到今年 8 月底，民营企业数量净

增约 1185 万户，占过去十年净增总量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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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随着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民营企

业家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到国家的建设中。2002 年十六大第一次出现民

营企业家的身影，当时仅有7名民营企业家代表，而在10年后的十八大上，

代表人数已经达到 34 名。时至今日，民营经济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与社

会进步的重要支撑力量，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民营经济即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此外，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贡献了贸易总值的近 50%。 

具体来看，作为推进技术创新的主力军，民营企业的创新投入力度较

大。根据全国工商联数据，2022 年研发投入前 1000 家民营企业的研发费

用总额 1.1 万亿元，占全国研发经费投入的 39%，占全国企业研发经费支

出的 50%。近年来，一大批如华为、奇虎等科技创新的领军企业不断涌现，

民营企业成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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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增长、吸纳就业、保障税收和推动创新以外，民营企业还在

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国际影响以及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民营企业的发展使得地区经济分布更趋合理。当前民营经济主

要仍集中在东部地区，但也有不少民营企业在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中部

地区崛起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找到了新

的利润增长点并且成功实现了区域转移。这对于中、西部地区的高速增长

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促进了我国经济结构布局的优化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

展。 

其次，民营经济的发展为国际新市场开拓提供了重要手段。2022 年，

我国入围《财富》世界 500 强的民营企业有 28 家，较 2010 年的 1 家显

著提升，我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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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注重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在全国工商联主办的“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已有 12.3

万家民营企业对我国近 14 万个贫困村进行精准帮扶，共惠及 1779 万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 

哪些因素导致民企预期短期转弱 

1．外部需求回落，民企占比不低。 

今年三季度以来，我国出口呈现显著回落趋势。9 月以美元计价出口

同比增速录得 5.7%，较 8 月继续回落。究其原因，一方面，去年同期高基

数效应仍对出口增速有一定压制。另一方面，海外经济持续放缓，外需对

出口的拉动继续走弱。往后看，短期国内疫情对生产和物流扰动仍将存在，

海外主要经济体货币收紧对需求的影响将持续显现，出口增速下行态势已

开启。 

在国内企业整体出口中，民营企业占比不低。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9

年以来，民营企业首次超过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自

2018 年至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占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从 39.7%上升至

49.6%，比重的升高一方面显示民营经济在持续向好；但另一方面，一旦

出口动能转弱，对民营企业的影响也是首当其冲，特别是民营企业普遍规

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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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类成本冲击，线下需求收缩。 

近年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较大，由于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导致需

求过热，以及地域冲突带来的供给冲击，能源品和金属原材料价格震荡中

持续上行。原材料价格也在迅速上涨，以化工企业为例，合成橡胶和芳烃

价格均出现一定程度增幅，推动成本显著上行。 

除原材料上涨因素外，今年以来疫情出现反复，各区域间人员流动困

难，外地务工人员因出行限制无法工作，民营企业出现“用工荒”难题，

劳动力供给不足，工业生产无法正常开展。除此之外，由于疫情影响，以

线下“面对面”消费为主的服务业遭受冲击更为严重，而这类小型服务业

主要由民营企业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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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48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