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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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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底，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要“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

补短板项目建设”，要“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

展壮大”。民营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和经济提供

了重要的支撑，也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要求。由于

民营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应对风险的能力较差，在发展中还面临着诸多

的困难和挑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纾困扶持政策，帮助民营企业走出困境，

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为经济发展指引了前进

方向，在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民营经济的规模和实力将不断提升，

持续发挥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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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营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超过九成，在稳增长、促就业、改善民

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

以中小微企业为主，我国中小微企业发展特征可以概括为“五六七八九”：

即“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从数据上看，截至 2021

年末，全国企业的数量达到 4842 万户，其中 99%以上都是中小企业，中

小企业的从业人数占全部企业从业人数的比例达到 80%，对外贸增长的贡

献度超过了 58.2%。 

但随着民营企业总量的扩张，民营企业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其中，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尤为凸出。一方面是民营企业确实存在自身管理不规

范，风险控制能力不强等不利因素；另一方面，金融机构更倾向于为资质

好的大企业、大项目、融资平台等发放贷款，主观上不太愿意为中小民企

提供信贷支持。 

从债券市场来看，问题体现在：第一，发行成本不经济。民营企业发

行规模往往偏小，但需要承担信息披露成本以及中介机构费用，其平均成

本远大于大型企业。第二，信息披露质量不高。企业在发行债券的过程中，

需要评估企业的业务信息和财务信息，对于经营治理不完善的民营企业而

言，缺乏符合监管要求的各项信用信息，导致其通过债市融资的意愿并不

高。第三，发行效率不高。民营企业债券发行还存在协调难度大、流程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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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等问题。例如，中小企业集合类债券由于涉及多个发行企业主体，牵头

人机制目前还不完善，对民营企业经营特点和风险不够熟悉，未能完全发

挥资源动员能力和监督能力，制约了债券的发行效率。WIND 数据库显示，

2014-2016 年企业集合债券发行 14 只，融资规模 132.7 亿；2017 年后企

业集合债没有新增发行支数。第四，民企债券违约比例较高。在债券违约

常态化趋势下，民营企业受经济下行、供应链冲击、疫情防控等因素影响，

信用状况有所恶化，投资者对民营企业债券的审慎度有所提升，一定程度

加大了民企的发债难度。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长方式已由资源驱动型向

创新驱动型转变，优化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需求结构调整等因素都

将给企业转型升级带来挑战。民营企业具有灵活、高效、自主性强等优势，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还需要在提升管理水平、加强战略规划、提高人员

素质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发力，改善市场竞争力不足的局面，提升发展韧性，

持续发挥对稳住经济大盘的关键性作用。 

二、国家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我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都离不开党中央政策的指引和支

持。近几年受疫情拖累，民营企业生存环境面临更大挑战，国家和地方各

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对民营企业纾困帮扶，在融资、税费、营商环境、科

技创新、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等多方面出台政策，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一是融资难题有所缓解。近年来中央将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问题放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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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重，密集出台了众多支持政策。央行推出“三支箭”的政策组合，分

别为“第一支箭”信贷支持、“第二支箭”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

“第三支箭”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在直接融资方面，随着注册制

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政策的落地，直接融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作用明显

增强。当前，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直接融资对实体

经济的支持作用明显增强。2022 年 11 月，央行继续推进并扩大民营企业

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第二支箭”），通过担保增信、创设信用风险缓释凭

证（CRMW）、直接购买债券等方式，支持民营企业发债融资，预计可支

持约 2500 亿元民营企业债券融资。在间接融资方面，金融机构强化民营

企业金融服务，特别是加大对疫情期间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的支持力

度，截至2022年9月末，民营企业贷款余额59.7万亿元，同比增长12.4%，

前三季度新发放民营企业贷款年化利率同比下降 0.64 个百分点，融资成本

稳步下降。 

二是税费负担有所减轻。受疫情影响，大量民营企业面临经营困难。

财政部 2022 年减税退税额创历史新高，截至 2022 年 11 月末，当年实施

的税费支持政策已落实超 3.7 万亿元，中小企业收益明显。工信部近期对

2.5 万家中小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通过减税降费举措的实施，92%

的中小企业认为企业税费负担有所减轻。减税降费作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

手段，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经济运行有着重要作用，有助于缓解中小微企

业经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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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强信用信息的共享和应用。2021 年底，国家发改委制定出台了

《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方案的出台主要

是为了充分发挥各类信用信息平台作用，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

在信用信息共享应用的基础上促进金融更好的服务中小微企业。目前，国

家级的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已经与 103 个地方实现了互联互通，覆

盖了 273 个地方的站点，入驻的金融机构超过 2000 家，企业超过 1380

万家。通过各级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累计发放信用贷款约 1.65 万亿元。 

四是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国务院 2020 年 5 月颁布的《关于新时

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明确强调“健全以公平为原

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全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作为市场经济基

础性制度的核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持续完善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是深度激发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创造活力的关键所在。

国务院 2021 年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纲要强

调，“到 2025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品牌竞争力大幅提升”、

“健全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制”。健全知识产权政策，

为激发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和热情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制，有利于提升

民营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中的综合竞争力。 

五是改善民企营商环境。2019 年 10 月国务院公布的《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要求：“建立畅通有效的政企沟通机制，了解市场主体困难和问题，

并依法帮助其解决”；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指出：“全面构建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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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18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