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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民營經濟

會有哪些發力方向？

閱讀摘要

民營經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是經濟高質

量發展的核心力量。近期，國家各部委多次召開會議研究

部署，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政策力度持續提升，特別是《關

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從政策頂層設計的高度

部署了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重點方向。

未來一段時間，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有望綜合發

力。一是優化營商環境，重在破除市場隱形壁壘、強化法

制保障；二是給予財政傾斜，優化和延續稅費優惠政策、

配合產業政策結構性減稅降費等；三是加大融資支持，包

括擴大信貸投放、鼓勵基礎設施 REITs 創新、支持中小企

業上市等；四是拓闊發展腹地，支持民企深度參與國家重

大戰略實施、重大項目建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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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民營經濟會有哪些發力方向？

一、強調重要地位：民營經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

力軍”，年內政策關注度持續上升

民營經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力量。民營企業是市

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具有資源配置高效、組織結構和決策機

制靈活等特點，是推動技術創新進步、產業結構優化的重要

動力。截至 2023 年 5 月底，中國登記在冊民營企業數量為

5092.76 萬戶、占企業總數的比重達 92.4%。當前，中國民

營經濟貢獻了 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

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經濟波浪

式復蘇的發展環境下，穩就業、擴投資、促創新均是政策跨

週期逆週期發力的關鍵著力點，亟待民企發揮主體作用為社

會經濟發展提供有力支持。

年內民營經濟政策關注度持續提升。近年來，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兩會對於民營經濟的態度，始終堅持“兩個不動

搖”，充分肯定民營經濟的重要地位，強調要“一視同仁、

平等對待”。2022 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 2023 年兩會

在對今年工作重點的部署中，更是提出從制度法律、政策輿

論等多維度支持民營經濟，要用“真招實策”來穩定預期、

提振信心（見附表 1）。7 月 19 日，《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

壯大的意見》（下稱“31 條”）發佈，明確提出“民營經濟

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高度強調民營經濟主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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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並圍繞優化發展環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強化法治保

障等方面部署了重點任務。

二、政策方向展望：圍繞優化營商條件、落實減稅降費、

改善融資環境、拓闊發展腹地，為民營經濟發展注入確定性

政策動力

1.營商環境支持：從破除隱形壁壘、強化法制保障兩方

面持續優化公平透明、穩定可預期的發展環境。

一是破除市場准入壁壘。民營企業規模往往較小、天然

地處於競爭劣勢。31 條提及的“持續破除市場准入壁壘、全

面落實公平競爭的政策制度、完善社會信用激勵約束機制、

市場化重整機制等均有望從制度層面為民企參與公平競爭

提供保障。發改委等部門後續有望圍繞持續開展妨礙統一市

場和公平競爭政策措施的清理、推出新版市場准入負面清單、

修改完善招標投標公平競爭的制度規則、出臺《公平競爭審

查條例》
1
等為政策落地提供保障。

二是依法精准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當前保

護民營經濟的法律制度較為完備，但在現實執行中仍存在一

定痛點難點。對此 31 條進一步強調要給予更加具有針對性

的政策支持，包括防止和糾正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干預經濟

糾紛以及執法司法中的地方保護主義，杜絕選擇性執法和讓

企業“自證清白”式監管等。預計後續政策將繼續在立法、

1
《公平競爭審查條例》由市場監管總局於 2023 年 5 月 12 日發佈徵求意見稿，意見反饋截止時間為 2023

年 6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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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司法、普法、守法等各環節進一步推進法治化營商環

境建設，全國工商聯也表示將著重從五個“一體”
2
抓好落實，

實現對民營經濟合法權益的平等保護，穩定民營企業發展的

信心與預期。此外，政策亦有望加碼知識產權保護，推動民

營企業創新發展。2022 年 10 月，《關於知識產權助力專精特

新中小企業創新發展的若干措施》發佈，精准聚焦專精特新

中小企業，進一步加大對原始創新保護力度，激發民營中小

微企業創新活力。

2.財政政策傾斜：以“減稅降費”為抓手降低經營主體

壓力、提升民營經濟創新發展能力。

2023 年上半年私營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降 13.5%（去年

同期：-3.3%），顯示疫後民營企業利潤修復斜率偏緩、降本

增效需求仍突出。7 月政治局會議要求財政政策“延續、優

化、完善並落實好減稅降費政策”，預計後續有望繼續出臺

一定規模的減稅降費措施，一方面，進一步優化和延續稅費

優惠政策緩解主體壓力，包括進一步減免中小微企業增值稅、

所得稅，緩繳或降低社保費，提前退稅，提高研發費用加計

扣除比例，以及加大財政補貼力度等。另一方面配合產業政

策結構性減稅降費，包括支持製造業研發，推動供給水平的

提高和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促進結構升級等，預計“專精

特新”民營企業創新發展是政策支持重點。

3.優化融資環境：便利直接、間接融資共同發力豐富民

2
包括一體推進守法誠信教育與法商素養提升、一體推進產權平等保護與優化法治環境、一體推進民營企

業合規與防治內部腐敗、一體推進依法維權與商會調解、一體推進支持民營企業自主創新和保護創新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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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融資渠道、降低資金成本。

為解決民營企業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難題，近年政策強

調金融支持實體經濟，並帶動企業融資成本持續下行，2023

年新發放企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 3.96%、降至歷史低位，一

定程度緩解民企經營成本壓力。

後續政策有望從間接、直接融資方面繼續發力：其中間

接融資作為現階段企業融資的主要渠道，有望繼續通過銀行

加大對中小微企業信貸投放，鼓勵擴大首貸，推廣信易貸、

無還本續貸、隨借隨還隨貸等模式便利企業融資。此外，針

對重點產業鏈，尤其是創新型、科技型、專精特新中小企業

的信貸支持有望繼續加強。7 月政治局會議提出“活躍資本

市場”，通過直接融資直達實體經濟也大有可為：一是通過

基礎設施 REITs 創新金融工具，盤活民企存量資產。二是促

進中小企業上市融資，尤其是借助北交所服務創新型中小企

業的作用定位，支持專精特新中小企上市融資。三是借助北

交所和港股互聯互通機制，利用“北+H”兩地上市的模式引

入境外資金。四是發揮政府投資基金帶動作用，帶動社會資

本投早投小投創新。

4.拓闊發展腹地：民企有望深度參與國家重大戰略、重

大創新以及重大項目建設。

近期政策強調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重大科技戰略，民營

企業是推動科技創新、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未來

有望引導民企牽頭承擔國家重大科技任務，重點在於突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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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關鍵核心技術。二是“一帶一路”重大戰略，隨著“一帶

一路”倡議持續推進，沿線國家出口有望維持快速增長，擴

大民企境外業務拓展空間，此外對於民企共建一帶一路中遇

到的海外投資風險、信息不對稱、融資難等問題，政策上也

有望加強支持力度。三是基建等重大項目，一方面引導民營

資本參與新型城鎮化、交通水利等傳統基建，另一方面在 5G

基建、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

聯網等科技含量高的新基建領域民企更具參與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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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020 年以來重要會議中關於民營經濟的表述

會議 民營經濟相關表述

2020 年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要深入實施國企改革三年行動，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治理，

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

2021 年兩會

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

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各類市場主體都是國家現代化的建設

者，要一視同仁、平等對待……親清政商關係，破除制約民營企業發展的各種壁壘。健全防範

和化解拖欠中小企業賬款長效機制。

2021 年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依法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產權和合法權

益，政策要一視同仁、平等對待。

2022 年兩會

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

各類所有制企業競相發展的良好環境……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鼓勵引導民營企業改

革創新，構建親清政商關係。

2022 年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民營經濟對經濟社會發展、就業、財政稅收、

科技創新等具有重要作用。要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從政策和

輿論上鼓勵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要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要全

面梳理修訂涉企法律法規政策，持續破除影響平等准入的壁壘。要完善公平競爭制度，反對地

方保護和行政壟斷，為民營企業開闢更多空間。要加強中小微企業管理服務，支持中小微企業

和個體工商戶發展。各級領導幹部要為民營企業解難題、辦實事，構建親清政商關係。國企、

民企、外企都要依法合規經營。

2023 年兩會

切實落實“兩個毫不動搖”……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完善相關政策，鼓勵支

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支持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發展，構建親清政商關係，為

各類所有制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競相發展的環境，用真招實策穩定市場預期和提振市場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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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近年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相關政策

時間 政策 概要

2022 年 3 月

財政部 稅務總局

《關於進一步實施小微企業“六

稅兩費”減免政策的公告》

減征資源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印花稅、

耕地佔用稅和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2023 年繼續將該政策延

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

2022 年 10 月

知識產權局、工業和信息化部

《關於知識產權助力專精特新

中小企業創新發展若干措施的

通知》

從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創新發展的特殊需要出發，圍繞提升知識產權創

造水平、促進知識產權高效運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強化知識產權

服務保障、加大協同推進力度等 5個方面提出 16條具體舉措，助力

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創新發展。

2022 年 10 月

發改委

《關於進一步完善政策環境加

大力度支持民間投資發展的意

見》

支持民間投資項目參與基礎設施 REITs 試點，提升民營企業參與基礎

設施 REITs 試點的積極性。

2023 年 1 月

財政部 稅務總局

《關於明確增值稅小規模納稅

人減免增值稅等政策的公告》

2023 年 1 月 1日至 2023 年 12月 31日，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徵收率

降至 1%，對月銷售額 10萬元及以下小規模納稅人免征增值稅，對生

產、生活性服務業納稅人分別實施 5%、10%增值稅加計抵減等

2023 年 3 月

財政部 稅務總局

《關於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

所得稅優惠政策的公告》

2023 年 1 月 1日至 2024 年 12月 31日，小微企業年應納稅所得額不

超過 100 萬元的部分，減按 25%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 20%的稅率繳

納企業所得稅。

2023 年 3 月

財政部 稅務總局

《關於進一步完善研發費用稅

前加計扣除政策的公告》

將符合條件行業企業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比例由 75%提高到 100%，

作為制度性的安排長期實施

2023 年 6 月

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發展改革

委、財政部、商務部《全面清理

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

種規定和做法》

清理範圍涵蓋國務院各部門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所屬

部門 2022 年 12 月 31日前制定、現行有效的涉及經營主體經濟活動

的規章、規範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重點清理妨礙市場准入和退出、

妨礙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影響生產經營成本、影響生產經營行為等

妨礙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和公平競爭的規定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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