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空间不断拓宽

近年来， 一系列政策举措为民

营企业投资创造更好环境， 基础设

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

开放就是其中重点。 中国民营经济

研究会高级专家罗贞礼认为， 这一

举措打破市场准入壁垒， 激发民营

经济活力， 有助于促进市场公平竞

争和创新发展。

清明假期，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

高铁杭绍台铁路单日客发量近 5 万

人次，再创历史新高。 2022 年开通运

营至今， 该铁路累计客流已超 5500

万人次。

“2024 年运输清算收入超 8 亿

元， 较上年增长超 18%， 近 3 年复合

增长率达 42.9%。 ”复星基础设施产业

发展集团 CEO、杭绍台铁路公司董事

长方建宏介绍，杭绍台铁路由政府方

授权杭绍台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及运

营，在交易结构、股权设置、回报和风

险分担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民间资本

投资铁路的有益探索。

从整体数据来看，一季度民间投

资同比增长 0.4%， 由上年全年下降

转为增长，其中，制造业民间投资同

比增长 9.7%， 基础设施投资中的民

间投资增长 9.3%， 均快于各领域平

均增速。

随着人工智能、新型基础设施等

新兴领域发展潜力逐渐展现，相关产

业成为民间投资的热点。 市场监管总

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新设“数

字经济”民营企业 27.4 万户，占新设

民营企业总量的 13.9%，其中“数字产

品服务业”增速最快。“民企具有捕捉

细分市场需求、 快速响应技术变革、

决策链条短等优势，瞄准这些领域投

资，有利于细化新兴产业的分工并形

成完整产业链。 ”罗贞礼说。

对外贸易量质齐升

一季度， 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

企业达到 52.9 万家，其中，民营企业

数量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达 45 . 5

万家， 占同期有进出口实绩企业总

数的 86.1%。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将“出海”视

作开拓增量市场的关键， 展现出更

足的进出口活力与供应链韧性，强

化“品牌化出海”、聚焦“绿色低碳”、

发展“跨境电商 + 海外仓”模式等新

趋势不断涌现。

从市场来看， 民营企业对全球

近 180 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都实

现了增长。 在新兴市场，对东盟、非

洲 、 拉美进出口分别增长 7.4% 、

9.6%、5.2%；在传统市场，对欧盟进

出口增长 7.1%， 对日本增长 4.8%，

多元化市场格局加快形成。

近年来，上市公司万兴科技的海

外营收持续占比 90%以上。 公司品

牌传播中心负责人刘楚楚 介 绍 ， 万

兴 科 技 坚 持 高 净 值 市 场 与 新 兴

市 场 并 行 的 市 场 拓 展 策 略 ， 一

方面 ， 持续推进优势产品在欧美

和日本等市场抢占市场份额； 另一

方面，加速向中东 、东南亚 、非洲等

市场拓展。

“欧美日等市场付费意 愿 和 能

力较强 ， 有利于树立品牌形象和

积累资金实力， 为公司进入其他

市场提供背书； 新兴市场虽然规

模较小，但增长潜力大，具有较好的

结构性机会，未来前景可观。 ”刘楚

楚说。

从量和质来看，一方面，一季度

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5.8%，

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提升到 56.8%，

比上年同期提高 2.4 个百分点。另一

方面， 一季度民营企业进出口高技

术产品创历史同期新高，规模接近 1

万亿元。

专家认为，民营企业在进出口领

域的亮眼表现， 一是得益于其科技

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二是全球市场

对高技术产品需求旺盛， 为民营企

业产品出口创造了空间； 三是一系

列改革举措为民营企业抓订单、拓

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持。

前沿领域持续突破

4 月 21 日， 由华中数控和华中

科技大学联合研制的华中 10 型智能

数控系统在北京发布， 标志着人工

智能在工业母机领域实现系统性创

新应用，机床首次具备自我感知、自

主学习和深度交互能力。

华中数控董事长陈吉红表示，

只有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 才能将

民营企业“船小好调头”的优势转化

为“舰队战斗力”，实现从“中国制

造”到“中国智造”的质变。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7%， 信息传

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

增长 10.3% ， 显示出创新动力在增

强。 与此同时，一季度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新设民营企业 9.4 万户、高端

装备制造业新设 4.6 万户、人工智能

软件研发类新设 25.4 万户。

罗贞礼分析， 民营企业开展创新

具备三大优势，一是需求驱动，能贴近

市场快速迭代；二是善于跨界融合，不

断打造“技术 + 场景”模式；三是具有

轻资产试错优势。“近年来，我国积极

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

设，取得积极成效，民企承担国家科技

计划项目占比有了较大提升， 并带动

产业链协同创新。 ”罗贞礼说。

从政策端看，各类创新资源加速

向民营企业开放共享 ，“揭榜挂帅 ”

机制、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措施为

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和保障；从市场端看，创新产品与服

务的需求持续旺盛， 为民营企业前

沿创新成果的落地提供了丰富的应

用场景， 一批民营企业已从“跟跑

者”变成“领跑者”。

目前，民企创新还存在基础研究

投入不足、知识产权转化率低、重申

请轻应用等问题。 专家建议，更大力

度激励民企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并

推动“链主 + 链长”协同创新，鼓励

多元主体共建创新联合体， 共享创

新资源。 （曾诗阳）

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民营企业 197.9 万户，同比增长 7.1%，超过过去 3 年平均增

速。 在政策红利与创新机遇双重驱动下，民间投资增速转正、民企进出口规模扩大、技

术成果不断涌现，民营经济展现出旺盛活力和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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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红利与创新机遇驱动

民营经济活力提升

权威发布

财政部：

有信心实现

2025

年

5%

左右增长目标

财政部 5 月 6 日发布消息称，2025 年 5 月

4 日至 7 日，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

理事会第 58 届年会在意大利米兰举行。 本届

年会以“共享经验，共建未来”为主题，并就通

过数字化转型促进亚太区域一体化发展等议

题进行讨论。 财政部部长、亚行中国理事蓝佛

安与会并发言，并进行了系列双边会谈。 财政

部副部长、亚行中国副理事廖岷陪同参会。

蓝佛安指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

也是贡献者，近年来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保持在 30%左右。 今年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5.4%，实现良好开局。 中方将采取更加积极有

为的宏观政策， 有信心实现 2025 年的 5%左右

增长目标。 中国将继续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世界特别是亚太成员

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与红利 ， 携手应对时代挑

战，共创亚太美好未来。

（韩昱）

黄河水利委员会：

全力做好沿黄灌区

抗旱保供保灌工作

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消息，近期正值

春灌用水高峰期，黄河流域局部地区持续高温

少雨，沿黄灌区出现不同程度旱情。 黄委多措

并举， 全力做好沿黄灌区抗旱保供保灌工作，

着力夯实保障粮食安全基础。 截至 4 月 28 日，

黄河干流龙羊峡、刘家峡、万家寨、三门峡、小

浪底五大水库合计蓄水 286.23 亿立方米，比去

年同期多 2.81 亿立方米。

据悉，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滚动更新旱

情发展及工作动态， 加强流域水量供需分析，

强化水资源调度，多次调整刘家峡、小浪底等

骨干水库下泄流量。 4 月以来，黄河干流合计引

水流量由 800 立方米每秒左右增加至 1600 多

立方米每秒。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按照不误农时、高效供水的原则，做

好辖区内引黄灌区供水监督指导工作，用好每

一立方米宝贵的黄河水资源。 （欧阳易佳）

金融监管总局

:

明确

2025

年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总体目标

金融监管总局 5 月 7 日发布通知，明确了

2025 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保量、提质、稳价、

优结构”的总体目标，要求保持小微企业信贷

稳定增长，持续提升小微企业信贷服务质量。

《关于做好 2025 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

机构要聚焦小微企业真实有效的经营性资金

需求，提供充分的信贷供给，力争实现全国普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

加强贷款定价管理，科学合理确定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利率水平； 加强首贷户发掘和培育，

加大续贷政策落实力度，做好信用贷款、中长

期贷款投放，强化小微企业法人服务等。

通知对进一步深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

调工作机制明确工作要求，指导各级派出机构

深化央地协同，强化“四级垂管”效能，推动机

制走深走实。 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挥专业优

势，积极参与工作机制各环节，加大对外贸、民

营、科技、消费等领域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度。

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激励约束机

制，加强内部资源保障，落实尽职免责政策。 要求

保险公司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开发推广适

应小微经营主体需求的保险产品， 提升咨询、核

保、理赔等服务效率。 （李延霞 张千千）

近日， 山东省日照市

莒县举办第九届“浮来青

杯”茶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大赛旨在传承日照绿茶炒

制技艺， 发掘培养炒制技

能人才， 助推绿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

图 为 参 赛 选 手 在 山

东 莒 县 浮 来 青 旅游度假

区炒茶。

郭绪雷 / 摄

山东省莒县举办茶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