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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市以“三个

着力”为根本遵循，大力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坚持把改革开放先行区作为

城市第一定位，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在改革发展、民计民生、全面从

严治党等方面不断迈出新步伐

过去的5年，天津市的发展日新月
异，成就喜人。尤其是过去制约天津经
济发展的民营经济这块“短板”被拉长，
成为拉动天津经济增长的活跃力量。
一组数字可以证明：截至今年6月

底，天津市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达86.5万
户，解决了近500多万个就业岗位，较
2012 年增加 41.86 万户，年均增长
10.46万户。民间投资占天津市投资比
重达65.3%，较2012年提高19个百分
点，年均提高4.75个百分点。民营经
济已成为天津市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为

天津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规模质量待提升

此前，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曾在全
市民营经济发展大会上指出，民营经济
是天津市发展的“短板”，这个“短板”不
容忽视、不可回避。
天津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广东、福建、

江苏、浙江等东南沿海发达省份比，在规
模和质量方面有明显差距。
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天津只

有13家，浙江有134家。天津13家民营
企业的营业收入加起来只有3300多亿
元，而深圳市的一家华为公司，去年全年
营业收入就达到5000多亿元。
很多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各类交

易主体、上市企业数量非常多，而天津在
主板、创业板上市的企业数量很少，和天
津直辖市的地位不相匹配。
关键是，天津市民营企业的产业结

构不合理，更多在钢铁、房地产等传统产
业，而信息科技、大数据、云计算以及现
代生产服务业领域的企业数量偏少。

做强做大是出路

领先的科技实力是企业重要的核
心竞争力。只有做强了，凭借独树一帜
的特色才能一步步做大。天津的民营
企业天士力集团，一直致力于中药的国
际化。天士力生产的丹参滴丸，是国内
首个通过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二期临床测试的中成药，最难啃
的骨头将被啃下来，这就是企业实现做
强做大所需要的“一招鲜”。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也是如此。这家成立于1998年的公
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科技
小巨人领军企业，主营业务涉及生态修
复、市政园林、地产景观、旅游景区建设
等诸多领域，公司在多年的实践积淀中，
形成了集规划设计—生态技术研发—园
林工程施工—抗性苗木繁育—园林植物
养护于一体的生态产业链。今年8月1
日，绿茵生态成功在深交所上市，成为苦
练内功、做强做大主业的另一个典型
案例。

创新服务增活力

激发民营企业活力，离不开政府的
作为，需及时给民营企业减负松绑，放宽
准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天津创新思路，先后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支
持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革，进入社会事
业和金融服务等领域。例如，天津建立
PPP项目储备库，形成向社会公开推介
项目的长效机制。截至2017年6月份，
已有 72个项目进入国家发展改革委

PPP项目库成为储备项目，总投资约
3200亿元，项目涵盖交通运输、环境保
护、能源、水利等领域。
国企混改“动真格”。今年初，天津

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除涉及国家
安全领域之外的国有企业要全部实现混
改，全部向民营资本开放，并将混改层
级由二级及以下企业，提升到一级集
团公司层面。今年上半年，累计实
现52家国企混改，引进民间投资
25亿元。
不仅让民间资本“有门”可

进，政府还主动创新思路，做好
服务工作。天津市实施民营
企业家培养工程，持续开展民
营企业高级职业经理人培训、
中小微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
训等活动，支持民企人才队伍
建设。今年以来累计完成民营
企业家和高级管理人员培训
1100人次，培训技能人才20余
万人次。
资金瓶颈是不少民营企业发

展的“拦路虎”。天津市设立天津海
河产业基金，由天津市政府出资200
亿元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建立1000亿
元母基金群，以撬动5000亿元规模的
社会资本，主要投向支柱产业与新兴产
业，助力先进制造业发展。
天津市民营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者，到2020年，天
津市民营经济的市场主体将突破110万
户，民营企业数量将达到50万户，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将提升到55%，民营
经济将成为天津经济发展重要的助
推器。

我来到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

限公司已经7年了。从一名初出

校园的稚嫩学子，逐渐成长为能

独当一面的中层领导，企业的不

断发展，带给我的不仅是职位和

薪资的提升，更是情感上的关怀

和寄托，让我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与信心。

刚参加工作时，海顺刚搬迁

到新厂房，很多设施和管理制度

并不完善，但这并没有阻碍企业的发展脚步。作为一家民营

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加工厂，逐渐发

展成集设计、印刷、包装、金融、物流于一体的绿色印刷企业。

企业不断发展，员工成了最大的受益者。我和爱人都是从

农村走出来的，父母供我们上大学早已让家里背负债务，想在

天津安居立足着实不易。虽然公司为我们提供了舒适敞亮的

职工宿舍，但能在天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就是我们最大

的梦想和奋斗的目标。

安居才能乐业，乐业才能生根，这是公司的理念。为此，

公司成立了买房专用基金，专门用于资助职工买房。截至目

前，已有100多名员工领到了买房基金，在天津买了房，我就

是其中一个。当我拿到写有自己名字的房产本时，感激、喜

悦、兴奋涌上心头。

随着企业不断发展，公司越来越注重文化建设。每月的

生日会，带给员工别样的温暖；各种篮球赛、趣味运动会既强

健了体魄，又愉悦了身心；每年的旅游活动更是让员工在大自

然中放飞真我。

时光飞逝，企业的关怀，同事的帮助，家庭的和谐美满，给

了我无尽的满足与安宁，我会怀感恩之心，将个人梦、企业梦

与中国梦相结合，并为之不懈奋斗。

（本报记者 武自然整理）

作为中国北方沿海的特大城市，天津近年来

紧紧抓住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国家自主创新区、

自贸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

大历史机遇，实现了经济提速、社会发展。

然而一提起天津经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

首个GDP过万亿元的国家级新区——天津滨

海新区，想到的是大飞机、大火箭、大炼油、大乙

烯等大块头的国有经济，而民营经济常常不被

提及。

因为天津民营经济规模小、质量差，结构不

合理，“领头羊”少，这也成为制约天津经济发展

的瓶颈和“短板”。

如何突破瓶颈，补齐甚至拉长“短板”？这需

要转变思路。天津通过学习和实践，找到了补齐

“短板”的路径。

从政府的系列扶持政策出台，到一批企业做

强做大；从政府创新服务模式，到“三女齐嫁”放

开民间准入；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到鼓励民

营企业“走出去”；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到改善

金融服务……通过多年聚力发展，如今天津民营

企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已安置就业人员达

500多万人，民间投资占天津市投资比重达

65.3%，天津各类企业齐头并进，千帆竞技，呈现

出和谐共生的景象。

发力民营经济补“短板”
武自然

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员工

李丽萍：

在创业中找到归属感

图①① 天津港航道开航。

图②② 天津邮轮母港。

图③③ 天津生态修复初见成效。

图④④ 天津海河沿岸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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