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6日，省政府新闻办在成都举
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新闻发
布会的首场发布，主题为“加快转型升
级，推动四川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会上，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
长陈凯介绍了全省民营经济发展情
况。目前，四川民营经济稳中有进，民
营经济总量超3万亿元。

据了解，2022年，四川民营经济增
加值30467.9亿元、同比增长1.2%，占全
省GDP比重的53.7%；完成税收收入
3495.7亿元，占全省税收总额的59%。
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1463.9亿元、同比增长3.9%，第二产业
实现增加值13378.4亿元、同比增长
1.2%，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5625.6亿
元、同比增长1%。

截至2022年底，四川实有民营经营
主体804.07万户、同比增长6.98%，占全
部经营主体的97.36%。其中，私营企业
215.84万户、同比增长13.19%，个体工商
户577.6万户、同比增长6.31%，农民专业
合作社10.63万户、同比增长2.09%。其
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民营经营主体
增长较快，增速均在12%以上。

民间投资方面，2022年，全省民间
投资同比增长2.4%，较2022年上半年、
前三季度分别提高1.5、1.7个百分点，较

全国民间投资增速高1.5个百分点，扭转
了2022年一季度以来增速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的局面。19个国民经济行业门
类中，11个行业实现正增长，特别是采
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表现突出，

近三年均保持正增长且增速高于全省
民间投资增速。

民营企业进出口呈现较好势头。
三年来，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年均
增速达36.6%。2022年，全省有进出口
实绩的民营企业6493家，民营企业进出
口总额3448亿元、同比增长29.7%，民营
企业进出口总额占比提升至34.2%，较
2021年提高了6.1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137.4%。特别是民营企业
RCEP项下进出口额同比增长61.4%，占
比较2021年提高了9.4个百分点。

民营经济促进就业作用更加明
显。2020年到2022年间，全省城镇就业
登记人数中，民营经济就业登记人数占
比保持在80%以上。2022年，全省民营
经济就业登记人数2331万人，占城镇就
业登记总数的91.41%，较2020年提升了
9.49个百分点。其中，2022年全省民营
经济吸纳城镇新增就业92.60万人，较
2020年多增4.74万人，占比提高1.66个
百分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姚箬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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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场主题发布会

稳中有进 四川民营经济总量超3万亿元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熊英英）4月26
日，成都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成都调
查队发布数据显示，根据四川市（州）地
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成
都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266.82亿元，
同比增长5.3%。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91.98亿
元，增长2.7%；第二产业增加值1507.66
亿元，增长1.0%；第三产业增加值
3667.18亿元，增长7.3%。

农业生产保持平稳。一季度，全市
粮食播种面积总体稳定，初步统计，小
春粮食播种面积稳中有增；小春经济作
物播种面积338.1万亩，增长1.2%。“菜
篮子”产量保持增长，蔬菜、食用菌产量

分别增长2.9%、1.9%。生猪产能持续回
升，生猪出栏103.6万头，增长1.1%。

工业经济稳定增长。一季度，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9%。五大
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8%，其中，电
子信息产业增长8.0%，医药健康产业增
长7.9%，新型材料产业增长7.3%，绿色
食品产业增长5.8%。重点行业保持增
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51.3%，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
33.4%，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
10.2%。新兴产品产量较快增长，城市
轨道车辆、智能电视、太阳能电池产量
分别增长4.8倍、3.9倍、23.1%。

服务业加快恢复。一季度，服务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7.3%。1—2月份规模
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5.0%；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 业 营 业 收 入 分 别 增 长 24.4% 、
18.5%。3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
款余额分别增长11.6%、15.7%。生活
服务明显恢复，一季度住宿和餐饮业增
加值增长12.1%。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总体稳定。一
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1%，其
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2.8%。重大项
目加快推进，900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
投资占年度计划的29.1%。

消费品市场逐步回暖。一季度，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55.2亿元，同

比增长3.3%。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增长0.5%。按消费类型分，餐饮收入
406.6亿元，增长7.1%；商品零售1948.6
亿元，增长2.5%。升级类消费增长较
快，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像
器材类零售额分别增长36.1%、10.9%。
限额以上企业（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
商品零售额增长6.9%。

物价水平整体平稳。一季度，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分类别看，教
育文化和娱乐上涨2.3%，生活用品及服
务上涨2.2%，其他用品和服务上涨
2.1%，食品烟酒上涨1.9%，交通和通信
上涨1.1%，医疗保健上涨0.7%，居住上
涨0.2%，衣着下降0.7%。

民营经济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
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如何推动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4月26日，在省政府新
闻办举行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系
列新闻发布会首场发布会上，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局长陈凯，省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朱江，省科技厅副厅长景世刚，达州
市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刘政，自贡市
沿滩区委副书记、区长廖东参与会议并
回答记者提问。

大力推广信贷产品
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朱江介绍，为
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四川大力推广以信
用为基础的“信易贷”金融产品，截至今
年3月底，各级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累计
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1万亿元，其
中信用贷款2523亿元。

省科技厅副厅长景世刚介绍，为加
强科技金融服务、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

本，科技厅创新财政投入引导方式，会
同财政厅等省级有关部门探索开展“天
府科创贷”试点。截至目前，“天府科创
贷”共向全省1232家民营科技企业发放
贷款1923笔，累计发放贷款余额70.25
亿元，有效帮助民营企业解决了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

自贡市沿滩区委副书记、区长廖东
介绍，沿滩区着力推动“融资增信”试
点，由区政府联合银行开发“民营经济
诚信贷”融资产品，以企业“道德积分”
换取“零抵押”授信，将企业贷款年化利
率降低至3.65%，进一步改善融资难、融
资贵的问题。

达州市则出台“助企纾困10条措
施”“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意见21
条”等，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2022年，
20余万户经营主体享受优惠政策105亿
元。”达州市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刘政
介绍，达州还设立3亿元民营企业应急
转贷金和制造业贷款风险补偿金，每年
统筹不低于2亿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市级财政每年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
为民营企业“加油”“输血”。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推动政策落地实施

着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省发展
改革委制定实施《四川省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将“民营经济”作为单独指标纳
入全省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与此同时，
对标全国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推进
50条创新试点改革举措在四川复制推
广。会同重庆联合印发《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优化营商环境方案》，以经营主
体需求为导向推动32项政策措施落地
实施。

为夯实民营企业创新基础，省科技
厅全力支持行业骨干民营企业与高等
院校联合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省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景世
刚介绍，截至2022年底，全省民营企业
已牵头或参与建设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16家，牵头建设四川省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228家。

廖东介绍，沿滩区创新举办“政企
畅聊早餐会”“沿商面对面”等活动，协
调解决企业提出的问题80余个，努力

让经营主体有更多的获得感、满足
感。同时，根据辖区民营企业的特点，
针对性设置了“民营企业法治服务中
心”，组建商事纠纷审判团队等7支护
卫队，降低企业在司法环节花费的时
间和成本。

在达州，全市推进全过程效率革命
和破解项目建设卡点堵点难点攻坚行
动，让所有审查审批事项办结时间再压
缩50%以上。2022年，达州优化形成
212项“一件事一次办”和202项“零材料
提交”事项目录，推行“无差别受理、同
标准办理”；梳理发布“马上办”事项744
项、“网上办”事项1344项、“就近办”事
项555项、“一次办”事项1430项，政务服
务全程网办率93.15%。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陈凯介绍，
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会同省级相关
部门，充分发挥政策引领作用，大力开
展民营经济营商环境提升行动，加大民
营经营主体培养力度，深化民营经济改
革试点，全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更高质
量、更好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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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四川这样做

一季度成都实现GDP5266.82亿元 同比增长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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