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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重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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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财经学院，重庆 401320） 

【摘 要】：新时代背景下重庆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对全市经济发展贡献率越来越大。但在发展进程中也存在诸

如持续发展能为弱、企业融资难、政府服务不到位等问题。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数据资料，确定重庆市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现状，探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 创新创业 

【中图分类号】F276.5【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大政方针进

一步确定下来，并就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作出许多新的重大论述，为我国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标志着我国民

营经济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和新的发展阶段。 

张永恒(2019)以五大发展理念为高质量发展的评判标准构建了包括创新驱动、效率提升在内的 11个一级指标，人均专利授

权、研发经费支出状况等要素在内的 30个二级指标。厉以宁(2013)指出，民营经济发展主要遇到成本上升，出口业务严重受国

际经济和人民币汇率升值打击，融资难、税费重等困难。针对制约因素学者们提出了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国家成立专门的民营

经济管理机关等相应建议。 

综观现有文献，多是各地主流报刊对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讲话口号式的理解与简单的重复，研究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文献凤毛麟角。而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依靠力量。因此，

本文以重庆市民营经济为研究对象，梳理重庆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探寻重庆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 重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 

重庆是中国著名老工业基地，过去国有经济占比高，民营经济力量弱。直辖以来，重庆民营经济发展较快。 

2.1重庆市民营经济活力增强 

重庆民营企业总体数量及提供就业岗位数占比 95%以上，民营经济活力显著增强。重庆市经济普查年鉴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重庆市注册登记的法人单位 454215 个，其中内资企业 452591 个，按照本文对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的分类，重庆市

民营企业 450169个，占比 99.5%。重庆市从业人员 8165484人，内资企业从业人数 7819583人，其中，民营企业从业人数 7426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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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营企业从业人数占比 95%。重庆市民营企业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提供就业人数，已经达到 95%以上，是重庆市经济支柱，且

经济活力不断增强。重庆市民营企业具体数量分布如表 1所示。 

表 1按照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企业法人单位数 单位：个、人 

类型 国营企业 民营企业 合计 

具体 

类型 

国有 

企业 

国有独 

资公司 

集体 

企业 

股份合 

作企业 

联营 

企业 

其他有限 

责任公司 

股份有 

限公司 

私营 

企业 

其他 

企业  

单位 

数量 
1036 1497 1502 308 111 24202 3575 420342 18 

 

合计 2533 450169 452591 

占比 0.5% 99.5% 100% 

从业人数 74126 318914 47206 6429 1653 1595133 279186 5496212 724 
 

合计 393040 7426543 7819583 

占比 5% 95% 100% 

 

2.2重庆市民营经济社会贡献与日俱增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解决就业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对社会的贡献与日俱增。重庆市经济普查年鉴统计数据显示，截止

2018 年底，国有经济解决就业 112.65 万人，民营经济吸收就业人数 1596.86 万人，解决了 93.41%人口的就业问题。从这个比

例可以看出，民营经济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是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具体数据如表 2所示。 

表 2分经济类型就业人数及结构 单位：万人、%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国有经济 131 128.53 121.22 114.87 119.55 119.37 118.32 112.65 

民营经济 1454.16 1504.61 1562.29 1582.07 1587.82 1598.15 1596.23 1596.86 

合计 1585.16 1633.14 1683.51 1696.94 1707.37 1717.52 1714.55 1709.51 

国有经济占比 8.26 7.87 7.2 6.77 7.00 7.00 6.90 6.59 

民营经济占比 91.74 92.13 92.8 93.23 93.00 93.00 92.10 93.41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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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2可以看出，2011年重庆市就业总人口 1585万人，国有经济解决就业人数 131万人，占比 8.26%，民营经济解决就

业人口 1454万人，占比 91.74%。随着时间推移，重庆总就业人口从 2011年的 1585万人到 2018年的 1709万人，7年时间总就

业人口增加 124 万人，相反，2018年国有经济解决就业人口 112 万人，这个数据意味着民营经济不仅要解决新增的 124万人口

就业，还要解决从国有经济分流出来的 20万再就业人群。显然，在解决就业方面，民营经济作用越来越重要。 

2.3重庆市民营企业能动转化较差 

专利申请数量体现社会整体的创新能力，专利申请量越高，社会越有活力。2018 年，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有效发明专利

数 14077 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体有效发明专利数 87%，新产品开发项目数(项)4584 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新产品

开发数 84.1%，拥有注册商标数占比 95.5%，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数占比 83.7%。显然，民营企业专利转化率低于国营企业，形

成国家或行业标准数更少。重庆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产出情况如表 3所示。 

表 3重庆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产出情况 

类型 国营企业 民营企业 合计 

企业数量(个) 164 5856 6020 

企业数量/合计 2.7% 97.3% 100% 

拥有注册商标数(件) 619 13006 13625 

拥有注册商标数(件)/合计 4.5% 95.5% 100%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项) 868 4584 5452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项)/合计 15.9% 84.1% 100% 

有效发明专利数(件) 2098 14077 16175 

有效发明专利数(件)/合计 13% 87% 100% 

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数(项) 53 272 325 

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数(项)/合计 16.3% 83.7% 100% 

 

3 重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 

3.1民营经济营商环境仍需优化，部分惠企政策落实难 

近年来，重庆市政府响应国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号召，对民营经济的发展给予创业补贴、税收优惠、政府奖励等方面的

政策扶持，并大力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加大行政执法公开与透明力度，让民营经济主体大大受益。但在实际调查与访谈过程中

发现政府政策仍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比如，财政扶持管理体制大多数是间接性的，中间环节程序较长。部分优惠政策相关部

门批准落实的门槛较高，落地较难。 

3.2大部分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存在严重资金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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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减税降费及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有所改善，国有银行依旧是民营企业融资贷款的主渠道，但

政府财政资金的投资引导作用和资本市场的公开募集作用发挥不够。民营企业融资贷款需求的不断激增使民营企业在资金方面

仍然面临较大压力，融资贷款意愿强烈。此外，民营企业融资贷款成本仍处高位。“利率高、门槛高，流程多、材料多”是民

营企业对融资贷款的普遍感受。 

3.3人才短缺制约民营企业创新发展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义和关键途径是通过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创新的产生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的落实。相比较浙

江省、广东省等地，重庆本土企业家高学历背景少，创新型企业家少，高管人才队伍整体水平不高。高管以及技术人才接受培

训的机会少且培训质量不高。随着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的普及，重庆低端劳动力优势逐步丧失，民营企业的创新发展更加困难。 

4 重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议 

4.1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营商环境 

重庆市营商环境可以映射当前民营经济环境所面临的现状。针对重庆市民营经济营商环境优化，可以通过进一步构建完善

协同有力的民营经济相关党政领导体系，深化民营经济管理改革，切实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例如：加大简政放权力度，

深推“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推进行政服务大厅“线下+线上”融合改革等。 

4.2不断创新金融政策，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 

现如今民营企业仍面临申贷环节多、收费高、难度大等难题。因此不断通过对中小企业金融政策的持续支持，实现从融资

成本、融资渠道、信用担保等方面推出一系列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政策措施才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最好方式。 

4.3提高人才队伍整体素质，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发展 

民营经济要想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有人才。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强化年青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引导和培育力度，着力培养一

支具有改革开放新时代血液的企业家团队。同时，鼓励新生代企业家接班人到企业一线基层锻炼，到其他优秀民营企业挂职锻

炼及知名外企体验锻炼，提升新生代企业家在多种复杂环境下的实践经验和应对能力。 

5 结语 

我国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

重要来源。本文通过对重庆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度研究，在明确民营经济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同时，探讨了阻碍重庆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项因素，并针对问题提出了合理建议，对推动重庆市民营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绿色、高质量发展有着

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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