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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营经济作为我国经济社会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繁荣城乡经济、优化经济结构、增加财政收入、安排劳动就业、富

裕城乡群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增长点和重要的支撑力量。本文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重

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要求”,以推进秀山自治县改革发展稳定为目标,重点围绕推进我县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的任务,研究解决我县民营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务实管理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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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秀山民营经济发展现状。 

从当前民营经济现状看,可谓成效明显、问题凸显,呈现

“三增三困”的特点。 

1.1 成效明显：主要表现为“三增”。总体上看,秀民营

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在全县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也由当初的

“草根经济”到现在的“半壁江山”。一是总量扩张增速。

2017 年,重庆市民营经济达到 9832.6 亿元,占 GDP 比重首次

突破一半,达到 50.5%,全市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达到 226.9 万

户,占全市市场主体 96.8%；2018 年上半年,全市民营经济实

现增加值达到 4942 亿元,同比增长 6.6%,高于全市 GDP 增速

0.1 个百分点,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 50.3%,较去

年同期提高 0.2%。截止 2018 年 7 月底,秀山市场主体总量

达33725户,注册资本金达302.7亿元,规模以上企业243户,

民营经济已成为秀山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产业实力增

强。2018 年秀山民营工业经济加速发展,工业总产值完成

106.09 亿元,全县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 73 家；现代农业

加速壮大,有现代农业园区 1 个、农业龙头企业 108 家；服

务业发展水平加速提升,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

传统产业中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电子

商务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

业民营企业分别有 90 家、25 家。三是贡献份额增大。民营

经济是经济转型升级的生力军、创新创业的主力军、吸纳就

业的主渠道,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2017

年,第一产业中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23.2%,第二产业中民营经

济增加值占80.1%,第三产业中民营经济增加值占44.4%,民营

经济占全县 GDP 比重 57.4%,已经成为全县经济发展、群众就

业、财政收入的主力军,有力地拉动了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1.2 问题凸显：主要表现为“三困”。当前,秀山民营企

业发展也面临一些难题。一是管理上的困扰。民营企业在发

展运营过程中,仍存在家族制等不规范的行为,不能严格按

照《公司法》的要求制定管理制度,经营权与所有权不能完

全分离；由于企业认识不足,财务管理流于形式,致使许多财

务制度过于简单；企业高级管理人才短缺,科技人才招不来、

不会用、留不住现象严重,民营企业管理水平亟待提高。二

是经营上的困境。首先是成本上涨的困境,由于劳动力、资

金、资源、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上涨,进一步挤压企业的利

润空间,企业经营面临困境；另一方面是资金短缺困境,民营

企业融资主要依靠抵押和担保融资,目前金融机构信贷产品

单一、贷款条件苛刻,融资难、融资贵；资金短缺、成本上

涨等经营困境直接影响企业生产经营。三是转型上的困难。

秀山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矿山开发、建筑施工、房地产、商

贸流通、农产业生产与加工、建材生产与销售等劳动密集型

且附加值较低的产业,近年来,由于整体经济发展速度放慢、

市场持续畏缩、大宗物品需求疲软、房地产结构性过剩等原

因,民营企业生存面临严峻考验；另一方面,由于受困于缺乏

高层次创新研发团队,企业诚信文化建设薄弱等因素制约,

民营企业转型困难,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2 对秀山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民营经济是秀山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运行状况直接决

定着全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1 突出重点领域,在引导民资投向上下功夫 

要紧扣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围绕“一区三园一镇一

体”(一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三园：现代农业产业园、科

技园、创业园,一镇：特色小镇,一体指田园综合体)布局,

科学引导民间投资,不断壮大民营经济。一是依托“一区”,

助力现代农业发展。秀山中药材、茶叶、油茶产业发展优势

明显,是“武陵药都”、重庆市茶产业综合示范区。要重点围

绕“一药两茶”,集中打造产业龙头,深化产业链服务,加强

农产品加工的科学化管理,努力走科研、生产、加工、销售

一体化的道路。二是依托“三园”,打造现代农业园区。通

过“公司+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路子,与“观光农

业、电商农业、互联网+农业”有机结合,改造传统农业、找

准发展优势、强化精细管理、壮大产业规模,形成“一村一

品”的产业发展新格局。三是依托“一镇”,参与特色小镇

建设。秀山洪安、雅江等乡镇都具备发展特色小镇的潜力,

政府在规划编制、宣传推介等方面,要鼓励支持企业参与小

城镇建设和发展,并借助互联网+,促进农业、加工、销售、

贸易、售后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促进小城镇发展更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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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精、更强。四是依托“一体”,开发农业休闲业态。发展

田园综合体,鼓励企业参与、带有商业模式的顶层设计、城

市元素与乡村结合、多方共建的“开发”方式,围绕观光农

业与乡村旅游等资源优势,引导民资参与休闲农业开发,打

造“一乡(镇)一业、一村一品”新格局。 

2.2 深化创新创造,在转型升级上下功夫 

一是传统电矿行业要加大自我转型力度。加大技术资金

投入力度,引进先进工艺,从降低工业能耗着手,鼓励电矿企

业走资产重组之路,谋求联合发展。二是培育壮大现代中药

产业。鼓励有实力企业主动投入到“武陵药都”的规划上来,

在中药全产业链发展上寻找项目,着力培育新兴支柱产业。

三是创新金融服务,走出融资瓶颈,开拓融资渠道,落地实施

“一银帮十企”计划,通过政策引导,财税激励等机制,引导

民营企业诚信合法经营,改善自身融资环境；鼓励和引导各

类商业银行为民营企业提供贷款服务,降低银行贷款“门槛”,

让银行走出“防区”开仓放粮。 

2.3 挖掘三产潜力,在延长产业链条上下功夫 

一是商贸物流要在产品配送、仓储、冷链物流、产品包

装、运输加工等方面发挥民营企业的功能。抢抓机遇,整合

电商物流优势,围绕“村头电商平台打造“产品基地”,做好

电商产品供应端,打造产销、售后一站式品牌服务。二是要

围绕“一山一水一街”,打造“十里花灯•锦绣武陵”文化旅

游景区的机遇,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围绕洪安边城依托“一

岛一寨一街”,打造国际旅游名镇,特色餐饮,民居酒店等；

依托“盖顶空中奇境、盖上山地草原、盖下生活气息”,打

造川河盖国家级山地公园、武陵山区旅游新地标,发展户外

拓展、开发休闲旅游产品；以文创园为载体发展民俗文化、

民俗特色产品；围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推动全域旅游发

展。三是优化建设布局,调整房地产开发方向,推进房地产行

业向智能化、品质化转换。四是着力推进健康养老产业服务

提质扩容。围绕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

等重点领域,通过提升服务品质、增加服务供给,不断释放潜

在消费需求。 

2.4 坚持多策并举,在促进“两个健康”上下功夫 

围绕“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进

一步强化措施,一手抓鼓励支持,一手抓教育引导,努力推动

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是强化教育引导。广泛宣传党中

央关于“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的大政方针,引导民

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变个人一言堂的决策机制、任

人唯亲的用人机制、封闭式运行的投融资机制、家庭作坊式

的生产机制。引导民营企业重点围绕人力、财力、质量和市

场等方面加大管理创新,积极采用现代管理手段,加快由传

统管理向现代管理转变。二是细化企业服务。相关部门针对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困难等实际问题深

入开展调研,为企业发展把脉问诊,协助企业解决好融资难、

融资贵等共性问题,帮助企业减轻负担。三是扎实推进非公

经济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健全工作机制,采用“线上对接、线

下协同”相结合的互动工作机制,积极推动民营企业健康发

展。四是突出“亲”、“清”优化发展环境,着力构建新型政

商关系。建立健全领导组织和工作机构,形成上下联动、左

右贯通的组织网络体系,建立民营经济服务质量评议制度,

让民营企业对部门的服务质量、工作作风、办事效率进行评

议打分,评议结果向社会公布。形成上下联动、左右贯通的

组织网络体系,全面落实发展民营经济的每一项政策措施,

努力实现民营经济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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