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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春 天 里 快 乐 歌 唱
本报记者 郁进东

“不久前，我们邀请中国女足走进乐歌直播

间，创下单品销量最高增长 20 倍的纪录。天猫

直播间的日均销售额也同比增长了 4 倍。”3 月

21 日，乐歌人体工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内营

销事业部负责人李妙在复盘今年“三八”国际劳

动妇女节大促时仍难掩兴奋。

乐歌是宁波一家从事线性驱动应用产品研

发、生产、销售的民营企业，近年来，企业不断发

展壮大，品牌影响力迅速上升。据测算，2021

年营业收入大约是 2012 年的十倍。这是公司

上下一心、不断拼搏奋进的结果，更得益于国家

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的良好氛围。

2021 年，乐歌股份以 98.42%的年营业收入

增幅位居 2021 浙江省成长性最快百强企业第

一名。“新冠肺炎疫情催化了跨境电商的迅猛

发展。对乐歌来说，高增长背后是我们进行了

多次成功转型，不断锻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乐

歌 人 体 工 学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项 乐

宏说。

创业初期，年轻的项乐宏主打电视架、话筒

架等产品。当时，乐歌的电视架、电脑架市场占

有率位居全球第二位，但项乐宏有很强的危机

感，深知乐歌还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产品技术

含量低。2012 年是乐歌转型的分水岭。项乐

宏回首转型路感慨颇多：“2011 年，第一次冲击

IPO 折戟的经历，促使我们从贴牌贸易向自主

品牌转变。”

2015 年，政府出台文件支持跨境电商，在

全国设立跨境电子商务试验区。乐歌抓住机会

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并尝试自主研发线性驱动

技术，推出升降桌产品，很快打开了海外市场，

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项乐宏介绍，2016 年《“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发布，为公司转型发展带来新契机。

2017 年 12 月，乐歌第二次冲击 IPO 成功，在深

交所创业板上市，打通了直接融资通道，为公司

发展注入新动力。2020 年，乐歌发行 1.42 亿元

可转债，2021 年，完成非公开发行，募集净额

6.90 亿元，全部用于实施线性驱动核心产品的

扩产项目和公司海外仓储以及独立站的信息化

管理能力建设项目。

今年伊始，投资 3.07 亿元的乐歌总部大楼

顺利奠基，同时，远在广西北海的乐歌智慧大健

康西部产业园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底逐步

投产，达产后可实现年新增智慧家居产品 200

万套。

项乐宏说：“虽然近两年外贸企业面临海

运、原材料、汇率三重挑战，但我们仍然充满

信心。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加快发展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充分发挥跨境电商作用，

支持建设一批海外仓。乐歌坚持扩产能再创

业。我们有信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再创

辉煌。”

乐歌，在春天里快乐歌唱！

民营经济走向更广阔舞台
本报记者 曾诗阳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

上 的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 70% 以 上 的 技 术 创 新 成

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

数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从加快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全面完善产权制度，从深化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到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机制和

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引领民营经济顺应时代潮

流，阔步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民营经济体量显著增长

“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

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2018

年 11 月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语掷地有声。

从扩大市场准入到减税降费，再到融资支持

和法治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多项惠及民营经

济的政策举措接连出台。

电力、电信、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和领域

放开竞争性业务，市场准入壁垒进一步破除，公

平竞争审查制度全面实施，信息获取渠道更加畅

通，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机制不断

完善，发展空间愈加广阔。

“十三五”期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超过

7.6 万亿元，去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 1 万亿元，民

营企业负担切实减轻。减税降费既是助企纾困，

也是“放水养鱼”，2013 年以来新增的涉税市场主

体去年纳税达到 4.76 万亿元，民营经济发展动力

持续增强。

2021 年 11 月 15 日，北京证券交易所开市启

航，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资本市场支持和服

务，对于加快完善民营企业金融支持体系，推动

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意义重大，市场活

力进一步激发。

有关破产清算、司法重整的司法解释及一系

列司法文件发布，助力一批危困民营企业摆脱债

务危机、流动性困境，让民营企业家重拾发展

信心。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旗帜鲜明，我国民营经

济体量显著增长。2012 年至 2021 年，民营企业

数量从 1085.7 万户增长到 4457.5 万户，10 年间翻

了两番，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 79.4%

提高到 92.1%。

尽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外部环境

更趋复杂，但民营经济在中央政策支持下展现出

了韧性。2021 年全国新设民营企业 852.5 万户，

同比增长 11.7%，增速重新回到 10%以上。

深化改革消除发展壁垒

2022 年 1 月，杭台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这是

我国第一条民营控股的高速铁路，是民营资本参

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一步，有力增强了民

营资本的信心。

“深 化 铁 路 行 业 改 革 ，促 进 铁 路 运 输 业 务

市 场 主 体 多 元 化 和 适 度 竞 争 。”2020 年 5 月 出

台 的《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关 于 新 时 代 加 快 完 善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的 意 见》推 出 多 项 突

破 性 举 措 ，将 自 然 垄 断 行 业 对 市 场 主 体 进 一

步 放 开 ，全 面 完 善 产 权 制 度 和“ 非 禁 即 入 ”负

面 清 单 制 度 ，明 确 要 素 市 场 化 配 置 改 革 的 具

体 举 措 ，每 一 项 都 与 民 营 经 济 健 康 持 续 发 展

密切相关。

消除民营经济发展壁垒的步伐从未停歇——

产权保护制度不断完善。2019 年，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

权保护制度，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

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2020 年，党中央、

国务院再次强调，“从立法上赋予私有财产和公

有财产平等地位并平等保护”，极大激发了人民

群众创业热情，涌现出许多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向前推进。2019 年 11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

制机制的意见》，并于 2020 年 4 月印发。意见共

32 条，涉及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五大

生产要素，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化解民营经济发

展难题。

改革红利不断释放，民营经济发展实力更

劲、势头更足。全国工商联数据显示，2021 年民

营 企 业 500 强 入 围 门 槛 取 得 新 突 破 ，达 235.01

亿元。

在外贸领域，民营经济表现同样出色，今年1月

份至 2 月份，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16.1%，占进出

口总额的比重为 48.2%，比上年同期提高 1.1 个百

分点。

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活力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土质优劣

直接关系市场主体活力和经济发展动力。我国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

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更加优质的土壤，

注入了蓬勃生机。

2019 年 10 月，《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发布，将

各地区各部门“放管服”改革中行之有效的经验

做法上升为法规，彰显了我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的决心，顺应了市场主体期待。

着眼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创造力，《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

改革发展的意见》于 2019 年 12 月发布，提出支持

民企发展的具体措施，强调坚持公平竞争，对各

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极大地释放了民营经济发

展潜力。

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化和营商环境的不

断优化，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顶天立地”

的发展格局加快形成。一批专注于细分市场、聚

焦主业、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涌现。

目前，我国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4700余家，带动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万

多家。“小巨人”企业中，研发人员占比达到 25%，

平均研发强度超过了 7%，平均专利数超过 50 项，

成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排头兵”、民营经济活

力持续迸发的生动写照。

2020 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前 10 名中，

民营企业占据 7 席。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说，创

新不问出身，不管是大企业、中型企业还是小

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能作

为创新主体。

我国 114 万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的超大规模市场，14 亿多人口、4

亿中等收入群体的强大内需市场，长期积累的

丰厚物质基础、完善的产业体系，为民营经济

蓬勃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国家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的方针政策始终没有改变，民营经济将登

上更广阔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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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工作人员在隆基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工厂丝网印刷区工作。

新华社记者 邵 瑞摄

图②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首趟运行试验列车驶过台

州椒江特大桥。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图③ 江西新余市经济开发区江西镕诚杰特种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车间内，工人在吊运、包装高碳素结构带钢产品。

赵春亮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