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 据2014年4月5日 星期六6

网络团购平均折扣 4.3 折

本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中国电力企业联
合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2 月份，全国全社会
用电量 824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5%,增速分别
比上年同期和上年 12 月份回落 1.0 个和 3.0 个百
分点。

分产业看，前两个月，第一产业用电量 113 亿
千瓦时，同比下降 7.8%，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
为 1.4%；第二产业用电量 5820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4.3%，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70.6%，对全
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率为 67.5%；第三产业用
电量 109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0%，增速比上年
同期低 8.8 个百分点，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比重为 13.3%，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率为
14.8%；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217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6.3%，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1.7 个百分点，
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14.8%，对全社会用电
量增长的贡献率为 20.4%。

8243亿千瓦时

前 2 月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4.5%

本报讯 记者肖尔亚报道：据国家统计局统
计，今年 1至 2月份，六大高耗能行业投资 3389亿
元，同比增长 10.3%，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 5.2 个
百分点。

数据显示，1 至 2 月份，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工业，电力、热
力的生产与供应业投资分别增长 13.5%、11.4%、
0.1%、10.4%、7.9%，增速同比分别下降 1.6、11.2、
1.8、18.7、6.2 个百分点；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
加工业投资增长 23.9%，同比提高 22个百分点。

5.2个百分点

六大高耗能行业投资增速回落

本报讯 记者肖尔亚报道：美的集团近日发
布年报显示，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 1210 亿元，同
比增长 1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73 亿元，
同比增长 38%。2013 年，公司内销收入 673.14 亿
元，同比增长 26.37%；电商零售额近 40 亿元，同
比增长超过 160%。

美的集团表示，2013 年以“产品领先、效率驱
动、全球经营”三大战略为指引，围绕“聚焦产业、
做好产品、确保规模、改善盈利”等工作重点，开展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技术创新，产品力得到显著提
升、市场份额稳步回升，进一步夯实了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未来三年，美的将以“成为中国家电
行业领导者、世界白电行业前三强”为愿景，进一
步深化转型，推动经营质量持续提升。

1210亿元

美 的 去 年 营 业 收 入 增 长 18%

小微企业：新增就业主渠道
本报记者 陈 郁

截至 2013 年底，全国共有小

微企业 1169.87 万户，占企业总数

的76.57%

76.57%76.57%
小型微型企业是除大中型企业以外的各类小型、微型企业的统称。小微企业数量庞大，

扶持其健康发展，有利于增强经济社会活力。

近日发布的《全国小微企业发展报告》显示，小微企业占市场主体的绝对多数，同时也是

安置新增就业人员的主要渠道。但是，产业结构性矛盾也很突出，相当数量小微企业的发展

后劲不足

中国是全球食用油消费第一大国，每
年食用油消费总量达 2700 多万吨。与此
同时，我国国产油料作物少，自给率低，食
用油对外依存度超过 60%，这给我国食用
油供给安全造成了隐患。

近年来，随着国际食用油市场格局的
变化，与大豆油、菜籽油并称为“世界三大
植物油”的棕榈油市场份额越来越大，无
论是产量还是国际贸易量都已经超过大
豆油与菜籽油，跃升为世界第一大油种。

这一变化也直接影响着国内食用油
市场格局演变。截至 2013 年，中国棕榈
油消费量每年约为 600 万吨，占市场总量
的 20%。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棕榈油消
费第一大国。

棕榈油能逐步“上位”，是有其原因
的。从应用上看，棕榈油因其天然的油脂
属性，广泛适用于食用油、食品工业和油

脂化工行业，而且种植成本低，具有较强
的竞争力；从生产效率上看，棕榈油是从
油棕树上的棕榈果压榨而成，而油棕是世
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产油植物，每公顷油
棕最多可生产大约 5 吨的油脂，比同面积
的花生高出 5 倍，比大豆高出 9 倍。

然而，长期以来，因缺乏种植棕榈树
的 地 缘 优 势 ，国 内 棕 榈 油 产 量 一 度 为

“零”，基本依赖进口，这也导致我国在国
际棕榈油市场上只能被动接受市场价格，
没有定价话语权。

如何在世界棕榈油市场上发出“中国
声音”，这对我国粮油企业提出了挑战。
对此，天津聚龙嘉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学犟表示，企业要想有所突破，必
须向能够控制市场命脉的上游棕榈树种
植产业进军。

值得关注的是，在棕榈油市场，我国

以国家粮油安全战略为基本出发点，通过
扶持、鼓励国内企业投资海外棕榈种植
园、建设全产业链及推出棕榈油期货等综
合市场手段，从而提高了自身在棕榈油国
际市场的地位。

作为中国棕榈油贸易领域中市场份
额最大的国内企业，早在 2005 年，聚龙集
团率先采取“走出去”战略，在世界最大的
棕榈油原产地印度尼西亚建起了中国在
海外的第一个棕榈种植园，由此开创“棕
榈园聚龙模式”，也实现了我国企业在棕
榈油国际市场话语权“零”的突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
书长、知名农业问题专家程国强表示，只
有从田间地头，到生产加工，再到进出口
的各个环节，做好全产业链的规划，才能
从源头上把握农产品定价的话语权。

目前，聚龙集团已拥有 14 万公顷海

外棕榈种植用地，其中已种植 5 万公顷。
截至 2013 年底，聚龙集团在国内棕榈油
市场销售占比超过 20%，年度油脂经营总
量达 175 万吨，实现销售总额 200 亿元，
同比增长 40.8%。

从完全进口，到如今的中国粮油企业
自主种植，国外粮商从源头上垄断中国食
用 油 市 场 的 局 面 正 在 棕 榈 油 领 域 被 打
破。聚龙集团的“棕榈园聚龙模式”，不仅
为民企海外创业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发
展思路，也有利于维护国家粮油安全。

杨学犟说，到 2016 年，聚龙集团将完
成 20 万公顷棕榈种植，届时每年 100 万
吨棕榈油的产量将有效缓解我国油脂市
场的供需缺口。未来，聚龙集团将继续以
国内市场为依托、面向世界拓展全产业链
布局，并依托竞争优势，在国际棕榈油市
场上唱响来自中国的“最强音”。

在国际棕榈油市场唱响“中国声音”
本报记者 吉蕾蕾

本版编辑 周 雷

本周三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连出实

招，旨在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协同并进

中稳增长。其中，会议研究了进一步减轻税

负、助力小微企业成长的措施。此事涉及数

量庞大的企业群体，备受关注。

与之相呼应，刚发布的《全国小微企业

发展报告》用数据说话：小微企业总户数已

达 1169.87 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近八成；

解决了 1.5 亿人口的就业问题。（详见本期

数据关注）相关数据是首次权威发布，这表

明我国已基本摸清小微企业总量情况。

心中有数，才能更好作为。有关部门在

发布《全国小微企业发展报告》时表示，希

望以此增进社会各界从各自领域和宏观、

微观等诸多层面加强对小型微型企业发展

问题的关注，为支持、鼓励和引导小型微型

企业发展提出更多更好的对策建议，提供

更高水平的服务。而此前，由于种种原因，

我国小微企业的数量、结构等情况长时间

没有相对准确的统计数据，这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政府优惠政策的制定和落实。

从相关数据看，小微企业个头虽小，作

用不小。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

地，共同谱写了中国经济的华彩乐章。小企

业有着量大面广、反应敏捷、充满活力等特

点，在就业、创业、创新中优势独具，可谓经

济的重要支柱、市场的生力军。我国已进入

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小微企

业保持持续健康发展，事关稳增长、保就

业、促创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受外部

影响大、抗风险能力弱、政策倾斜少，特别

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情况下，它们面临

的困难和挑战会更多。由于受需求不振、成

本上升、融资困难、税负过重等因素影响，

小微企业普遍处境艰难。这不仅在《全国小

微企业发展报告》的问卷调查中有反映，而

且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样本的汇丰 PMI 走

势 显 示 ：3 月 份 中 国 制 造 业 PMI 终 值 为

48.0，创下 8个月新低。

为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国家出台了包括

税收优惠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举措。统计显示，

已有近1000万户次小微企业直接从各种税

收优惠中受益。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将

小微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

范围的上限，由年应纳税所得额６万元进一

步较大幅度提高，并将政策截止期限延至

2016年底。尽管上限尚未明确，但是，“进一步

较大幅度提高”的表述意味着更多小微企业

将从中受益，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

力，也有利于稳增长、惠民生。

小微企业减负新举犹如春雨，来的正是时

候。春日里，埋头耕耘的企业要鼓足干劲，也需

多些雨露阳光。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要

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浇灌小微企业、

“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同样值得期待。

企业发展多些雨露阳光
文 田

数量占市场大头

国家工商总局近日发布的《全国小微
企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
各类企业总数为 1527.84 万户。其中，小微
企业1169.87万户，占企业总数的76.57%。
若将 4436.29万户个体工商户视作微型企
业纳入统计，则小微企业在工商登记注册
的市场主体中所占比重达到 94.15%。小微
企业已占市场主体的绝对多数。

另据统计，我国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
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总
量的 60%，纳税占国家税收总额的 50%，
中小微型企业完成了 65%的发明专利和
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可见，小微企业
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已成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报
告强调，小微企业与大中型企业互补、互
动，构成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

我国经济体系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
以重工业为代表的资源密集、资金密集型
产业往往由国有大中型企业主导。“改革
开放以来，小微企业快速增长，为中国市
场经济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宝贵经
验，为实现多种经济成分协调发展作出了
实证性探索和贡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教授蒋泽中说。

顺应时代潮流，小微企业利用自身灵
活性特点在快速发展的轻工业、服务业等
领域展现出蓬勃活力，弥补了大中型企业
和社会服务的缺位与不足，并与大中型企
业一起，形成了较完善的产业链条和产业
规模，对完善产业结构布局，保障经济持
续增长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促进就业贡献大

小微企业在促进就业方面作出突出
的贡献。报告显示，我国有劳动力人口近 8
亿，就业人口达 7.67 亿。小微企业解决了
我国 1.5 亿人口的就业问题。新增就业和

再就业的 70%以上集中在小微企业，小微
企业已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

从资产净值人均占有份额上来看，小
微企业单位投资的劳动力和单位产值使
用劳动力都明显高于大中型企业。同样的
资金投入，小微企业可吸纳就业人员平均
比大中型企业多 4-5倍以上。

从绝对份额来看，小微企业是解决
我国城镇就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
领域转移就业问题的主渠道。相对于大
中型企业，微型企业创业及就业门槛较
低，创办微型企业所使用的资源少，其对
环境的适用性更强，创办速度更快，从而
使得数目众多的微型企业在总量上提供
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微型业虽然每户
规模都不大，但是数量众多，吸纳就业面
广。从重庆发展微型企业的情况来看，户
均可带动近 8 人就业。”重庆市工商局局
长黄波说。

按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和第

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加上有证照的
个体工商户，微型企业从业人员占第二
次全国经济普查全部法人企业从业人员
的 38.7%。

从容纳就业人数的空间上来看，随着
大企业技术构成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加上企业的优化重组，其能够提供的新的
就业岗位将越来越有限，集中在轻工业和
服务业的小微企业，将成为新成长劳动力
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主要承担者。

为此，报告指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就意味着创造更多社会就业岗位，有利于
解决民生问题、推进经济增长。

发展后劲待增强

报告称，小微企业一方面敢于创新，
各类新兴行业和新型业态不断涌现。另一
方面又大多集中于以资源开发型、产品初
加工型、服务低层次型为主的传统行业，

呈现出高端与低端并存的现象，产业结构
性矛盾突出。从行业分布看，小微企业行
业相对集中，在工业、批发业和零售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几大行业中，共有 670
万户，占小微企业总数的 64.86%。属于科
技型小微企业的数量约为 47.76 万户，占
小微企业的比重为 4.62%。

小微企业低价格、低技术、低收益、低
附加值的传统发展路径依赖，直接制约了
其投入产出效益水平的提高。产业层次普
遍不高导致相当数量的小微企业转型升
级较为困难，发展后劲和活力不足。

报告显示，受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
缓、结构调整和国际经济下行因素影响，
小微企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调查显
示，仅有 12%的小微企业在近几年营业额
快速或高速增长，增长率在 30%以上，其
余大多数企业经营发展缓慢。

同时，小微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
大企业的挤出效应，尤其是在宏观经济环
境不景气的背景下，各种社会资源向大中
型企业倾斜倾向更加明显。报告显示，
46.84%的小微企业反映市场需求不足、产
品销售困难，58.08%的小微企业反映市场
竞争压力加大，23.74%的小微企业反映订
单不足。

虽然小微企业发展面临种种困难，但
是却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进取精神。报
告显示，有超过 1/3 的小微企业主曾经有
过多次创业经历，最终经过不懈的努力实
践，才找到最适合的发展平台。报告认为，
这种进取的创业精神正是国家进步、经济
飞跃的力量源泉。

“解决小微企业困难必须从国家战略
高度出发，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多层次的小
微企业发展政策支撑体系，给予小微企业
合适的引导、扶持和鼓励。”报告建议，加
大财税支持力度，减轻小微企业负担；丰
富和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帮助小微企业解
决现实难题；引导产业集群发展，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建立健全小微企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提升社会公共服务能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