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意见》中 31条举措的出台，

民营企业抱有很高期待，认为《意见》

全面了解和分析了民营企业的痛点和

诉求，明确了振兴民营企业的政策方

向，同时期待实施细则早日出台。

问卷调查显示，民营企业认为31条

举措中最有帮助的5条依次是：全面落实

公平竞争政策制度（52.68%），依法保护

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48.12%），

完善融资支持政策制度（41.16%），强化

人才和用工需求保障（37.97%）和支持提

升科技创新能力（36.37%）（图7）。

除《意见》本身外，如何保障 31条

政策的落地执行是民营企业最为关心

的话题。一位上市公司董事长提出，对

31条执行和落实情况应统筹监督，政策

的执行、考核、监督、评价的责任需要落

实到各部门，制订详细的考核和奖罚标

准，这是政策能高效落地的保证。

专家学者从政策制定、司法完善、舆

论引导等多方面对提振民营企业信心，

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36.7%的受访专家认为，要提振民营企业

投资信心，首要在于真正落实公平竞争

政策制度，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

平等对待，30%的专家认为，应强化法治

保障，让民营企业家有“安全感”（图8）。

在加强法治保障方面，63.3%的专家

认为应首先解决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

权益保护的问题，33.3%的专家认为应完

善执法体系，明确监管执法边界（图9）。

在鼓励民营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

的措施中，专家学者认为最重要的三项

依次是融资支持、建立风险共担机制

（83.3%），完善资本行为制度规则，集中

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56.7%），做优

做强民营龙头企业（46.7%）。

民营经济是保持就业平稳的重要

稳定器，是保障税收稳定的重要贡献

者，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主体。在访谈中，不少企业家提到，

近几年明显感受到政府服务意识增

强，办事效率大幅提升，营商环境不断

优化。本次《意见》的出台，更是打消

了大家的一些顾虑和担忧，给广大民

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极大地振奋了

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

“期待有一天大家都不再强调民

营经济、国有经济的区分，这就说明在

市场竞争、政策导向、政府服务和舆论

环境上真正做到了一视同仁。”一位企

业家表达了自己的期待。

（本报告由证券时报专题部、公司中心、
北京工作区编辑部共同调研、撰写）

营商环境满意度 地区差异明显

近900家民企参与证券时报问卷调查：

政策预期稳步向好 五条举措最受期待

问卷结果显示，对于当前公司生

产经营面临的主要困难，61.92%的受

访企业选择了订单/需求减少，49.65%
的企业选择了成本高，38.2%的企业选

择了人才缺乏（图2）。

不同规模的企业面对的主要困难

呈现出较大差异。对于年营业收入不

超过1亿元的中小微企业，50%认为企

业资金压力大，而年营收1亿元以上的

企业资金压力大的占比仅为26%左右；

在营业收入介于10亿元至50亿元的企

业中，超过40%认为企业人才缺乏，占比

明显高于其他规模的企业；在营业收入超

过100亿元的大型民企中，43.06%认为政

策变化给公司经营造成困难，此比例大幅

高于营业收入更低的企业（表3）。

民营企业反馈遇到的其他生产经

营困难中，提及较多的包括行业竞争

加大、产品价格和毛利率下降、地缘政

治风险影响海外订单及原材料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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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1版）
从行业分布来看，样本公司覆盖了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18个一级行业。其

中，来自制造业的样本公司数量最多，占

比68.92%，来自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的公司占比12.22%。这两大行

业也是支撑我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高

质量发展的主力军（表2）。

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提振民营企

业信心至关重要。参与问卷调查的民

营企业中，19.86%对当地营商环境非

常满意，53.62%满意，21.61%一般，选

择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分别为

4.09%和0.82%（图6）。

以分值衡量，5分为非常满意，1分

为非常不满意，民营企业对营商环境

的整体评分为3.88分。从细分维度来

看，民营企业对法治环境和政务环境

的满意度相对较高，分值分别为 4.07
和4.03，对税负环境和用工环境满意度

相对更低，分值分别为3.74和3.73。
问卷结果显示，民营企业对营商

环境各项指标的满意度与公司规模成

正比。营收 1亿元以下的中小企业，

对各指标满意度分值比营收 50亿元

的大企业低 10%以上。其中，10.29%
的中小企业表示对营商环境不满意或

非常不满意，对政务环境、法治环境、

税负环境和用工环境表示不满意或非

常不满意的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占

比均超过15%。

不同地区企业对营商环境的评价

同样相差较大。华东地区民营企业对

营商环境的评分为 3.99分，为几大区

域中最高。华南、华中、华北地区的营

商环境得分分别为 3.85分、3.91分和

况预测更为乐观。

重点行业中，房地产、建筑行业对

经营状况的预测最为悲观，平均预测

分值2.65，认为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经营

将出现好转的仅有30.43%。多位房地

产行业的受访者认为，目前房地产行

业还在持续下行，仍未探底。

“现在很多项目建成了不敢开盘，

怕回款不理想。另外旧改项目的速度

也放慢了，过渡期租金成本巨额增

加。目前银行也开始抽贷，如果资金

不能持续供给下去，就会出问题。”某

房地产开发企业负责人说（图4）。

基于多数行业对未来经营偏乐观的

预期，36.83%的企业未来一段时间内的

投资将略有扩大，9.91%的企业将显著扩

大投资，33.1%的企业投资保持不变，仅

有13.64%的企业选择缩减投资（图5）。

3.61分。经济水平相对较弱的西部及东

北地区营商环境评分最低，为3.44分。

四大维度上，华东和华南地区的

政务环境和法治环境得分显著领先于

其他地区，优势最明显。华北、东北和

西部地区各项指标得分较其他地区均

有一定差距，其中，在用工环境和政务

环境上的差距最为突出（表4）。

多数民营企业认为当地营商环境

在近几年明显好转，不过在招商引资、

享受政策、与国企和政府合作业务、以

及与地方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企业仍

能明显感觉到堵点和痛点的存在。提

及较多的问题包括政策缺乏连贯性、融

资难融资贵、遭遇长期欠款、在行业准

入及竞标环节遭遇隐形壁垒等。

证券时报记者 范璐媛

9月 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丛亮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近日，中央

编办正式批复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内部

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作为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的专门工作机构。

继 7月 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

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

见》的纲领性文件，各地各部门密集出

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细则后，

新司局的“官宣”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我国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工作迎来全新格局。

民营企业承担着推动科技创新、稳

定就业、贡献税收的重任。过去一个半

月内国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

政策出台，极大鼓舞了民营企业的士

气。在证券时报联合价值在线发起的

问卷调查中，超过半数的企业对今年下

半年及明年的运营状况持乐观态度。

谈及对政策的期待，受访企业最

关心如何保障政策落到实处，并对政

策细则提出了建议。例如针对民营企

业广为关注的账款拖欠问题，一位民

营企业家建议，政府应从账款的支付

时限、支付责任、处罚措施等方面做出

明确规定，建立清理和预防拖欠账款

的长效机制，并将清偿欠款工作纳入

领导考核、政府绩效和营商环境考核，

加强清偿欠款工作的督办。

对于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题，有企业家建议政府成立专项产业基

金，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民营企业制定

细化的金融政策，增加对中小企业的帮

扶项目，建立多元化的信用担保体系，

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性作用。

在政策时效性方面，有企业家表

示，某些行业政策已沿用多年，而市场

早已发生变化，导致政策出现滞后

性。建议政府在制定行业政策时应更

加尊重市场，并跟随国际国内环境变

化及时作出调整。

稳预期、提信心是当下国家振兴

民营经济工作的主线。顶层制度日趋

完善后，尽快出台实施细则，保障政策

在各地执行不走样、使民营企业能够

平等享受到政策红利尤其重要。这就

需要政府畅通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反馈

机制，平等面对企业投诉，及时纠偏纠

错，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推动各项重大举措早落地、见实效。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保障政策高效落地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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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回款困难等。

今年以来，民间投资持续低位运行，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在针对专家学

者的问卷调查中，对于当前民间投资持

续低位运行的主要原因，93.3%的专家认

为在于民营企业看不清形势，预期信心

弱；73.3%的专家认为民企自身经营困

难，难以再加大资本投入；53.3%的专家

认为资金、土地、用能等生产要素获取有

制约，不合理限制待消除。

虽然企业经营存在困难，但基于《意

见》31条的出台，企业对今年下半年及明

年经营状况的预测中，超半数企业持乐

观态度。6.29%的企业认为公司经营情

况将大幅好转，45.34%预期略有好转，

12.24%认为保持不变，12.47%认为经营

将略有下滑，5.94%认为将大幅下滑，

17.72%认为难以判断（图3）。

将企业对未来经营状况的预期按

照分值换算，5分为大幅好转，1分为大

幅下滑，受访企业中，营收 100亿元以

上的企业平均预测分值为 3.61，营收 1
亿元以下的中小企业平均预测分值为

3.23。整体而言，大企业对未来经营状

《意见》31条举措 这5条最受期待
经营存困难 预期有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