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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深读

2023年，天津多措并举推动全市民营经
济发展壮大。4月，我市召开推动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大会；6月，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民
营企业发展环境 加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的若干措施》；11月，印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壮大的若干措施》，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密
集出台有力提振了我市民营企业的发展信
心。民营经济全年发展势头良好，成为全市
经济的一大亮点。为深入了解民营经济发展
情况，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
发展，天津社会科学院和天津市工商联民营
经济联合课题组开展了2023年四季度天津市
民营企业发展状况调查。

抢抓服务业快速发展机遇

一季度民企营收预期稳中有升
——专访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市工商联民营经济联合课题组负责人

■ 本报记者 韩启

民营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成为全年经济的一大亮点

——2023年四季度天津市民营企业发展状况调查
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市工商联民营经济联合课题组

一、样本基本情况

2023年四季度共有792家民营企业参与调查。其中，大
型企业占2.8%，中型企业占17.8%，小型企业占47.9%，微型企
业占31.5%，分布在制造业（37.50%）、社会服务业（14.78%）、批
发零售业（11.49%）等11个不同行业。（图1）。

二、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发展活力逐渐恢复

1.营业收入（销售额）稳定增长

调查发现，2023年四季度，25%的受访企业营业收入（销
售额）实现增长，同比提高6.75个百分点；50.88%的企业营业
收入持平，同比提高3.10个百分点；24.12%的企业营业收入下
降，同比降低9.85个百分点（图2）。

2.主要产品订单量明显增多

随着各类支持政策的落地见效，民营企业的主要产品订
单量明显增多，民营经济活力加快恢复。2023年四季度，
21.34%的受访企业主要产品订单量实现增长，同比提高7.27
个百分点；55.55%的企业主要产品订单量持平，同比略增0.03
个百分点；23.11%的企业主要产品订单量下降，同比下降了
7.31个百分点。

3.用工人数稳中有升

四季度我市民营企业用工人数保持稳定，占比明显提
升。13.64%的受访企业表示用工人数增加，较2022年四季度
同期增加了4.51个百分点；75.50%的受访企业用工人数基本
持平，同比增加了0.98个百分点；10.86%的受访企业用工人数
下降，同比降低了5.49个百分点。

4.九成以上民营企业境内投资额保持基本稳定

数据显示，2023年四季度，受访民营企业境内投资额保
持持平或增长的比例合计达到93.31%，其中，86.87%的受访企
业境内投资额持平，同比增加了4.11个百分点；6.44%的企业
境内投资额增加，同比下降了1.17个百分点。此外，6.69%的
企业境内投资额下降，同比减少2.94个百分点（图3）。

5.进出口额稳中向好

四季度，民营企业从事进出口业务占比提升，且进出口额
也稳中有升。数据显示，2023年四季度，46.09%的受访民营
企业从事进出口业务，占比同比提高1.48个百分点。其中，
37.25%的企业进出口额持平，同比提高3.41个百分点；4.93%
的企业进出口额增长，与2022年四季度相比基本持平；3.91%
的企业进出口额下降，同比减少1.16个百分点。

6.综合成本压力尚未缓解

调研表明，受多重因素影响，四季度我市民营企业的综合

成本压力尚未缓解，呈现小幅增加态势。36.11%的受访企业
综合成本上升，占比同比增加4.42个百分点；57.32%的企业综
合成本持平，同比减少1.74个百分点；6.57%的企业综合成本
下降，同比下滑2.68个百分点（图4）。

三、民营企业对今年一季度经济发展预期较为稳健

1.民营企业对今年一季度国家宏观经济整体预期持谨慎

乐观态度

调查发现，超八成（85.48%）的受访民营企业对今年一季
度国家宏观经济的整体预期持乐观或者谨慎乐观态度，占比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55.93%的受访企业对今年一季
度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表示谨慎乐观，同比提升15.12个百分
点；29.55%的受访企业对今年一季度国家宏观经济发展预期
乐观，同比回落15.06个百分点。此外，14.52%的受访企业对
今年一季度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持悲观态度，与去年同期相比，
略降0.06个百分点。

2.超八成民营企业对今年一季度市场需求预期较为积极

数据表明，83.21%的受访民营企业预计2024年一季度市
场需求增长或者持平，同比增加1.72个百分点。其中，57.83%
的企业预测2024年一季度市场需求持平，同比提升17.02个
百分点；25.38%的企业预测2024年一季度市场需求将会增
长，同比回落15.30个百分点。此外，16.79%的企业预测2024
年一季度市场需求会减少，同比下降1.71个百分点。

3.民营企业对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预期稳中有升

问卷显示，26.01%的受访企业预测2024年一季度营业收
入将会增长，18.56%的受访企业预期2024年一季度的营业收
入将会下降，持积极态度的企业比持悲观态度占比高7.45个
百分点。此外，还有55.43%的受访企业预测2024年一季度营
业收入持平，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13.48个百分点（图5）。

4.民营企业吸纳就业预期较为稳定

民营企业在稳就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四季度调查结果
显示，受访民营企业对2024年一季度的吸纳就业预期较为稳
定。在调整雇员计划方面，18.69%的受访企业表示将在今年
一季度增加招聘计划，同比回落5.13个百分点；72.23%的企业
表示在今年一季度维持现有人员数量不变，同比提升6.94个
百分点；8.08%的企业表示2024年一季度有可能解雇部分员
工，同比下降1.81个百分点。

在调整员工薪资方面，17.55%的受访企业计划2024年一
季度增加员工薪酬，77.78%的企业表示计划薪资将会保持不
变，两者合计占比达到95.33%，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79个百
分点。此外，4.67%的企业表示将在今年一季度会调降员工薪
资，同比降低1.79个百分点（图6）。

5.民营企业对今年一季度投资预期较为保守

调查发现，受访民营企业对今年一季度的国内投资采取
了相对谨慎态度。10.99%的受访民营企业预期今年一季度国
内投资额将会增长，较去年同期下降10.05个百分点；78.03%
的企业预期今年一季度国内投资额持平，较去年同期上升
13.14个百分点；10.98%的企业预期今年一季度国内投资额下
降，同比减少3.09个百分点（图7）。

6.民营企业对今年一季度经营水平恢复情况预期较去年

同期大幅增长

随着2023年国家及天津市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利好政
策不断出台及落实，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以及预期经营状况
都有了明显的恢复与改善，受访民营企业预计今年一季度经
营水平将恢复到疫情前的比例同比大幅提升。调查发现，预
期今年一季度能够恢复至疫情前50%以上的受访企业占比达
到40.40%，较去年同期提升6.56个百分点。具体来说，4.42%
的受访企业表示2024年一季度将实现超预期增长，同比提高
1.12个百分点；8.08%的受访企业预期今年一季度经营状况将
恢复至疫情前90%至100%的水平，同比提高3.9个百分点；
14.39%的受访企业预期今年一季度经营状况将恢复至疫情前
70%至90%的水平，同比提高1.21个百分点；13.51%的受访企
业预期今年一季度经营状况将恢复至疫情前50%至70%的水
平，同比提高0.33个百分点。

四、民营企业期待政府进一步出台系列政策组合拳

2023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的意见》出台后，民营企业期待政府进一步出台系列
政策组合拳。具体而言，恢复和扩大消费（占比50.63%）、
扩大市场准入（占比41.16%）、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占
比34.22%）等政策最受民营企业期待。此外，加大金融支
持实体经济政策（占比 18.18%）、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
（占比16.41%）、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14.65%）、
预防和清理欠款（占比13.26%）、加快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占比12.88%）、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
家权益（占比12.75%）、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占比10.61%）和
落实“直达快享”“面审即享”机制（占比10.10%）等政策也
备受期待（图8）。

五、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1.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消费

一是继续加大对新能源汽车、住房、家装家居和电子产品
消费等大宗消费的支持力度，包括鼓励银行机构出台更为丰
富的金融产品，加强对大宗商品的投诉、反馈机制，完善各类
大宗商品消费场景的服务。二是扩大消费服务范围。积极打
造有影响力的美食街区和特色美食节，在重要节假日常态化
地延长公共交通服务时间，引导大型商场适当延长营业时间；
讲好天津故事，积极开发我市旅游景点，利用互联网营销，积
极推介我市旅游特色。三是打造消费新场景。加快打造“24
小时生活圈”，丰富夜间旅游内容，发展夜间经济；积极开发适
老化产品，提高老年人衣食住行等服务品质，发展银发经济；
利用数字技术，打造数字消费服务平台，提供线上线下融合服
务，挖掘消费需求，培育定制消费。

2.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一是面向民营企业，充分宣传我市最新出台的《关于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若干措施》等政策举措，大力提升民营企
业家信心。同时，完善民营经济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做好民营
企业投诉举报受理和督办考核工作、营商环境综合评价工作，
压实各部门责任，加强多方共治合力，推动政策落实落细。二
是优化营商政务环境。在办理行政许可等相关事项时，进一
步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提高服务效率。未
被纳入负面清单的管理事项，确保各部门不以任何形式设定
或变相设定准入障碍，并将政府服务标准流程以及负面清单
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发布。三是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投资支
持。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具有一定预期收益、条件相对成熟的
优质项目，并向民营企业积极宣传全国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
的投资项目。全市各工程建设招标投标时，确保民营企业受
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3.加大对民营企业融资与税费优惠支持

一是对民营企业融资支持实施分类管理。根据科技创新
型民营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但仍具有发展
前景和挽救价值的民营企业等各类企业的不同类型和特点，
制定专门金融支持政策。二是利用大数据等最新技术手段来
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支持金融机构通过大数据等手段刻
画企业经营状况，利用数字技术搭建金融对接服务平台，从供
需两方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困
难。三是延续、优化税费优惠政策，确保已有政策落地见效。
面向民营企业积极宣传解读最新的税费优惠政策，在网上定
期发布税收优惠政策解读及案例分析，利用信息技术加强税
费政策推送的精准度，让民营企业在较短时间内便能享受到
税收优惠。
（课题组成员：天津社会科学院 孙德升、刘肖、赵云峰、

贾玉成、崔寅、田力、齐亚芬；天津市工商联 张兵、刘亚娟）

近些年，服务业对天津经济增长贡献较大。天津市

统计局近期发布的2023年全年经济数据显示，去年，服

务业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2.7%。在这

种产业结构下，各类企业如何更好地把握发展机遇？未

来，天津经济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

作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所所

长，孙德升目前还担任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市工商联民

营经济联合课题组（以下简称联合课题组）负责人。“未

来，我市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最

近，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称，“作为我市经济增长的重要

推动力量，民营企业要在两个方面抢抓服务业快速发展

的机遇：一是在养老、家政等以‘银发经济’为代表的生活

性服务业上积极寻找突破口；二是紧紧抓住天津‘制造业

立市’的历史性机遇，围绕12条重点产业链大力发展生

产性服务业。”

2023年，在固定资产投资承压的背景下，我市高技

术产业投资持续增长。天津市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

去年，我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5.9%。其中，高技术服

务业投资十分迅猛，去年增长19.3%。

“去年，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实现大幅增长是我市持续推

动高质量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持续增强创新动能的必

然结果。比如，我市正以构建‘1+3+4’产业体系为抓手，大

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高技术产业特别是高技术服务

业领域投资机会更多，企业投资动力也更强。”孙德升说。

不久前，联合课题组针对2023年四季度我市民营企

业发展状况开展调查，所涉样本企业共计792家。据他

介绍，去年四季度，我市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明显改

善，发展活力逐渐恢复。比如，有25%的受访企业营业收

入（销售额）实现增长，同比提高6.75个百分点；有50.88%

的企业营业收入持平，同比提高3.10个百分点。至于原

因，一方面是因为惠企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另一方面是因

为产业转型升级带动。

此外，联合课题组提供的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对

2024年一季度营业收入预期稳中有升。其中，有55.43%

的受访企业预测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持平，有26.01%的

受访企业预测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将会增长。“分行业

看，信息技术服务业、社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

业、制造业等领域的民营企业对营业收入增长的预期较

为乐观。”孙德升对记者表示，“我市信创产业优势明显，

国产替代市场空间较大，信息技术业企业预期较好。同

时，我市围绕科技创新打造天开高教科创园，已初步形成

创新要素的良性互动。可以看到，其创新‘浓度’和创业

‘热度’持续提升，这将为科技推广和技术服务业企业带

来较大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