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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亿市场主体支撑经济行稳致远
本报记者 佘 颖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持续蔓延，受

益于“六稳”“六保”政策的有力实施和营商环境

的不断优化，2021 年我国各类市场主体仍保持

稳定增长态势，并于 2021 年 10 月历史性地突破

1.5 亿户。

和顺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大同市

南郊同业煤化工厂、保德县涵涵汽贸有限公司、

右玉县林荫苗木绿化有限公司、山西秦嘉农业有

限公司⋯⋯也许你没在媒体报道中见过这些市

场主体的名字，但正是一个个这样的市场主体，

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支撑着我国经济长期

向好。

新经济形态快速发展

市场主体稳定发展，夯实了经济行稳致远的

基石。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新

设市场主体 2887.2 万户，同比增长 15.4%，较 2019

年增长 21.5%。全国日均新设企业由 2013 年商

事制度改革前的 0.69 万户持续增长至 2021 年的

2.48 万户。

疫情发生以来，以数字产业、智能产业、云端

经济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快速发展，成为我国

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对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

用 。 2021 年 ，全 国“ 四 新 经 济 ”行 业 新 设 企 业

383.8 万户，同比增长 15.8%，占新设企业总量的

42.5%，较 2020 年占比提高 1.2 个百分点。

更难得的是，个体创业者也成为推动转型升

级的积极力量。2021 年，新兴服务业新设个体工

商户增速强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增幅位居前列。截至 2021 年底，“四新”经济

个体工商户共计 2948.7 万户，占登记在册个体工

商户总量的 28.6%。

市场主体稳定发展，升腾起服务民生的“烟

火气”。出乎很多人预料，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住

宿和餐饮业稳步恢复，2021 年全年新设市场主体

305.9 万户，略超 2019 年 304 万户的水平，较 2020

年增长 14.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加速恢复，新

设市场主体 52.3 万户，同比增长 44.1%，远超 2020

年同比增长 0.4%的水平。

作为百姓生活最直接的服务者，个体工商户

的小商铺里藏着百姓生活的大账本。截至 2021

年底，登记在册个体工商户第三产业占比超九

成，成为老百姓身边最重要的服务力量。

市场主体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激发了发展

内生动力，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

续性，进一步巩固了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

高质量实现“十四五”期间各项发展目标，赢得长

远发展新优势奠定了坚实基础。

民企数量十年翻两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继续毫不

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极大激

发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活力。2012 年至 2021 年，

我国民营企业数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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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

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2020 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保就业、保民

生、保市场主体作为宏观经济的政策取向，在税

收、金融、就业、社保等方面出台一揽子扶持措

施，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民营企业展

现出强有力的发展韧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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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全国注吊销民营企业 390.0 万户，

新设退出比为 2.2，每新设 2.2 户退出 1 户，继续保

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得益于中国经济强大的吸引力，外商投资企

业延续了 2020 年下半年以来企稳回升的发展态

势 ，全 年 新 设 6.1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23.3% ，注 销

3.8 万户，同比下降 3.9%，充分显示出我国营商环

境改善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

更可喜的是，随着外商投资持续看好中国市

场，投资重点逐步转向高技术领域。2021 年，我

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6.1 万户，同比增长 23.3%，

较 2019 年多 2.5%，高于同期新设企业总体增速

10.8 个百分点。新设外商投资企业中第三产业

占比达到 91.2%，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新设企业增速 42.0%。在全球疫情反复，经济不

景气的背景下，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实现逆势

增长，充分显示出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和超大

规模市场的极强吸引力。

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形成了在产

业上互补、在市场上协同的良好发展局面，有力

地促进了综合国力和全球竞争力的不断提升，进

一步推动了融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商事制度改革释放红利

1.5 亿市场主体不是凭空长起来的，成绩的

取得得益于我国商事制度改革释放出的巨大改

革红利。

2021 年，我国高标准推进“证照分离”改革，

降低准营门槛取得新进展。在全国范围内将中

央及地方层面 523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部纳

入改革，建立清单管理制度，清单之外无许可。

同时在自贸试验区进行更大力度改革试点，推出

一批实行取消审批、审批改备案和告知承诺的改

革事项，持续激发市场活力。自 2021 年 7 月 1 日

至 2021 年底，“证照分离”改革惠及企业 134.6 万

户，占同期新设企业的 28.1%。

为便利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我国还推动企业

登记注册后首次办理公章刻制、申领发票和税控

设备、员工参保登记、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

等业务“一网通办”，继续推进电子营业执照跨区

域、跨领域、跨层级应用，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各

类市场主体已下载电子营业执照 4889 万次，累

计使用量 1.19 亿次。

我国 1.5 亿市场主体中，超过 1 亿是个体工

商户。他们过得好不好，最能反映我国市场主体

的生存状态。目前，我国已建立扶持个体工商户

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开通全国市场主体登记

注册服务网、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服务网和全

国“小个专”党建工作网。相关部门实施的减税

降费、金融支持、房租减免等惠企政策相继

落实落地，增强了小微企业发展信心。

商事制度改革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促进了

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有力支撑了经济发展。

2021 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两年平均增速 10.3%，

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刘

泉红指出，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细胞和力

量单元，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韧性及潜力所在。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主要动力和目标导向之一，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他建议，“十四五”时期，要秉持“营商环境就

是生产力”理念，以多种“硬措施”持续优化发展

“软环境”，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投资兴业热情。具

体措施包括要进一步更新监管理念，加强市场主

体全生命周期监测和分析，精准扶持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为市场主体减费降负，增

强市场主体创新动能。以数字化赋能为抓手，降

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所在。推动各级市

场监管部门职能转变，必须持续提升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权威性

公正性，通过编制实施市

场监管部门权责清单，

加 强 社 会 多 元 监

管 ，实 现 监 管

“ 无 事 不 扰 ”

而又“无处

不在”。

擦亮湖北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本报记者 董庆森 柳 洁

今年 1 月 28 日，华康医疗顺利登陆深交所

创业板，成为武汉市第 92 家、湖北省 2022 年第

一家上市公司。“在企业上市过程中，武汉东湖

高新区相关部门上门指导，在材料申报等各个

环节，提供了很大帮助。”武汉华康世纪医疗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张英超说，湖北的减税降

费政策还为企业送来了实打实的“真金白银”，

近 3 年享受的各项优惠有 3000 余万元。

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对市场的冷暖感受

最深。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

形势，尤其是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让优化营商环境成为

湖北疫后重振、浴火重生的金字招牌，积极为市

场主体纾困解难。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

底，湖北市场主体总量突破 650.30 万户，同比增

长 14.98%；当年新登记市场主体 113.97 万户，同

比增长 51.56%。新增市场主体数量稳步攀升，

彰显了湖北经济的强劲韧性。

“现在越来越多人选择在湖北‘当老板’，这

源于湖北在制度供给等方面营造的热带雨林式

营商环境。”湖北省市场监管局注册登记处负责

人表示。

——制度供给更丰富。落实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批准在鄂试点的 5 项商事制度改革，全国

首批在自贸区开展市场主体强制退出试点；出

台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推出 20 条政策

措施；开展损害营商环境问题专项整治，整改问

题 1538 个。

—— 便 利 准 入 更 高 效 。 优 化 企 业 开 办

“210”标准服务，实现 5 个环节 1 日内办结；试点

商事登记确认制，深化设立登记“智慧办”试点；

武汉、十堰等地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半天内。

——政务服务更优化。开展市场主体培育

发展对标赶超活动，推行“7×24 小时不打烊”

服务；推进“一网通办、跨省通办、证照联办、全

程网办”，上线市场主体电子印章系统和电子档

案系统；武汉、荆门、孝感、恩施、林区实施新登

记市场主体访问、特殊人群“送照上门”服务。

“一家新市场主体成立，好比投下一张新的

湖北营商环境‘信任票’。党的十八大以来，湖

北市场主体数量逐年攀升，充分展现了湖北在

深化‘放管服’改革，聚焦改革堵点痛点难点精

准施策，推进中小微企业降本减负等方面看得

见、摸得着的成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所长叶学平说，留得市场主体青山常在，就

能看到生机盎然的未来。

在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的青岛颐和针织有限公司，

工人在生产服装面料。

梁孝鹏摄（新华社发）

在浙拖奔野拖拉

机制造有限公司，一

批轻型农用拖拉机即

将装车运往外地。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花之

韵花卉科技公司培育基地，员工在

观察水培香松生长情况。

施亚磊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