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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四川民营企业100强揭晓
新希望、通威、川威位列前三，23家企业新晋入围百强榜

11月7日，深秋时节，在南充的悠悠
嘉陵江边，四川省工商联发布了“2023
四川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和《2023四川
民营企业 100 强调研分析报告》。新希
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营收2786.6414亿
元）、通威集团有限公司（营收2148.8237
亿元）、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营收
815.6572亿元）位于前三。有23家企业
新晋入围百强榜单。

经营效益提升转型升级提速

该榜单以2022年度企业营业收入
为入围门槛。《2023四川民营企业100
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四川民营企业
100强入围门槛逐年提升，今年四川民
营企业 100 强的入围门槛达 35.47 亿
元 ，比 上 年 提 高 5.69 亿 元 ，增 长
19.11%。营业收入总额持续增长，营收
总 额 达 17349.93 亿 元 ，同 比 增 加
3149.28亿元，增长22.18%。资产总额
连续三年增加，达17876.62亿元，同比
增加2566.55亿元，增长16.76%。利润
水平增速加快，百强企业利润总额首次
突破千亿元，达到了1227.45亿元，同比

增长82.86%。数据显示了我省民营经
济良好的发展势头。

调研报告显示，47%的企业受政策
支持引导走向转型升级之路。质量和
创新是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手段，依靠
创新、依靠质量品牌、依靠产业升级位
居转型升级推动途径前三位。数字化
转型是转型升级的动力引擎，42%的企
业已进行数字化整体布局，37%的企业
已引进数字化专业人才，40%的企业通

过数字化赋能实现降本增效，数字化转
型已取得初步成效。

创新驱动提能社会贡献提效

值得一提的是，调研报告显示企业
研发投入稳中有进，百强企业研发投入
243.29亿元，同比增加76.75亿元，增长
46.09%。54家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
企业，同比增加6家，增长12.50%。自
主创新活力逐步增强，拥有国内外有效

专利19231项，同比增加2283项，增长
13.47%；拥有有效发明专利4370项，同
比增加305项，增长7.5%。品牌建设稳
步推进，拥有国内外有效商标总量达
14255件。总体来看，百强企业市场份
额和核心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

企业奋力向前就业带动作用明显，
作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百强企业创造
就业岗位70.85万个，其中，有15家企业
就业规模突破万人大关。税收总额增
幅较大，纳税总额782.66亿元，同比增
加212.29亿元，增长37.22%，其中有20
家企业年度纳税总额突破10亿元，同比
增加4家。百强企业中有68家企业参
与了“万企兴万村”行动，通过产业帮扶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通过培育乡村人才
吸纳重点人群就业，通过消费帮扶拓宽
农产品销售渠道。

横向对比国际国内榜单，我省民营
企业表现可圈可点。看龙头企业，《财
富》世界500强，我省2家民营企业上
榜，通威集团首次登榜并填补四川制造
业世界500强空白；中国民营企业500
强，我省10家企业上榜；中国民营企业
制造业500强，我省13家企业上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姚瑞鹏

11月7日，四川成都，在2023年成
都市面向民间资本示范项目推介会
上，来自五湖四海的民营企业代表、金
融机构代表和重点项目代表齐聚一
堂，85个成熟度高、回报机制明确的优
质项目被“端上桌”，正式向民间资本
展开推介。

据悉，此次项目总投资超1000亿
元，达到1061.9亿元。这些项目对所
有民营企业开放，只要有投资意愿，
都有机会成为这些重点领域项目“合
伙人”。

会上，成都市发改委副主任李坚
峻表示，此次活动建立健全了成都市

“项目业主+民间资本+金融机构”三方
对接机制，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
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重点产业链供应
链项目建设。

看项目
涵盖仓储物流高技术等10余重点领域

“我们项目位于成都（蒲江）国际
田园生态商务区，占地面积800余亩。”
在推介会上，指着精心制作的项目书，
蒲江乡村建设发展集团副总经理叶艳
介绍，“我们的目标是全力打造集商旅
办公、三产融合、创新示范于一体的多
功能、复合型、无边界的城乡融合新型
产业社区。”

对于想要招引的民间投资，叶艳
目标明确，在她看来，因为自己所推介
的项目本身就是创新型项目，所需要
的社群聚落也是在乡村里，因此，她希
望招引的企业是综合类的产业运营
商。“目前，我们的储备企业已经有300
多家，签约的企业有200多家，现在还
在了解一些高校，进行一些重点招引
和入驻。”叶艳说。

整体上看，打开此次面向民间资
本推介示范项目清单，涵盖仓储物流、
高技术等10余个重点领域。其中，城
市基础设施项目27个，总投资483.9亿
元；社会事业项目15个，总投资56.1亿
元；仓储物流项目9个，总投资103.8亿
元；交通运输项目6个，总投资262.2亿
元；高技术、生态环保、乡村振兴等重
点领域项目28个，总投资155.9亿元。

看环境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24个重点片区建设

事实上，就在今年9月18日，成都
市制定出台了《关于切实抓好民间投
资工作推动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的通
知》，明确在全市范围内征集，全面梳
理适合向民间资本推介的重大项目，
建立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通过多种
方式公开发布清单项目。同时，鼓励
民间投资聚焦24个重点片区等重点区

域建设，聚焦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10
个千亿级产业链、9个其他重点产业链
等重点领域。

呈现在数据上，成都市的民间投
资呈稳步增长的态势。在民营经济活
力上，今年1-9月，成都市实现民营经
济增加值8079.7亿元，占GDP比重超
50%，全年将突破万亿元；实现民营经
济税收1721.1亿元、同比增长27.7%，
占总税收比重为62.5%。

看服务
让民间资本“愿投”“能投”“会投”

记者从会上获悉，成都市发改委、
市级有关部门将进一步强化服务保
障，引导支持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全市
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项目建设。具体
而言，在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上，将用好
民间投资工作推进机制、做好民营企
业服务保障，让民间资本“愿投”。在
聚焦重点领域上，将落实国家和省支
持民间投资系列政策，强化民间投资
项目要素保障，让民间投资“能投”。
在持续开展项目推介上，将形成成都
市民间投资推介“3+1”项目清单和全
市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搭建民间资
本和项目互联互通平台，让民间资本

“会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澜）11月7
日，由中国五冶集团承建的成都蜀龙
路跨线桥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大
跨度“弦音飘带”造型惊艳亮相。

项目位于成都市新都区蜀龙大道
与学院路东段交汇口，直接衔接成都
市重点项目工程超线公园2号地块与
3号地块，是西南地区首创的单塔单索
面斜拉人行天桥。

蜀龙路跨线桥由曾参与卢浮宫玻

璃金字塔的世界建筑大师Dutton先
生执笔设计。桥主线全长249.6米，共
包含7根索塔、100根钢索以及24节段
钢箱梁。“全桥采用钢结构实现灵动造
型，没有一座桥墩，通过7根索塔拉起
1000余吨桥体。”中国五冶集团蜀龙路
跨线桥项目技术负责人贾敏介绍，全
桥最大的难点在于其所采用的单塔单
索面斜拉技术，项目团队通过三维模
型和人行桥舒适性研究指导克服了钢

结构多曲面异形拱架加工制作、高抛
自密实砼及桥面薄层铺装施工等技术
困难，最大程度减少对周边市民出行
的影响，保障了横跨主干道蜀龙路的
钢箱梁吊装安全，最终呈现“弦音飘
带”的独特造型。

该桥的另一亮点在于减震设计。为
了更好地解决共振难题，多名减隔震专
家进行反复论证，并采用了TMD阻尼器
减震控制方案，解决人行舒适度问题。

成都向民企寻找“合伙人”
85个项目总投资超1000亿元

2023四川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发布会现场。图据川观新闻

◎住房用地平原地区每人不超过
30平方米，丘陵地区每人不超过40平方
米，山区每人不超过50平方米

◎住房、附属用房和庭院用地总面
积为每人不超过70平方米

◎3人以下的户按3人计算，4人的
户按4人计算，5人以上的户按5人计算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
记者 阚莹莹）省政府11月6日发布《关
于规范农村宅基地范围及面积标准的
通告》，对四川农村宅基地定义、范围、
面积等作出规定。新规自11月7日起
施行，有效期5年。

《通告》明确，宅基地是农村村民用
于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集体建设
用地，包括住房、附属用房和庭院用地，
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

《通告》对住房用地标准进行了规
定，平原地区每人不超过30平方米，丘
陵地区每人不超过40平方米，山区每
人不超过50平方米。住房、附属用房
和庭院用地总面积为每人不超过70平
方米。3人以下的户按3人计算，4人
的户按4人计算，5人以上的户按5人
计算。宅基地所属地域类型，由县级
人民政府结合国土调查、地形地貌等
情况确定。

为节约集约用地和保障村民合理
用地，《通告》提出，鼓励农村村民住宅
建设充分利用原有宅基地、空闲地等存
量集体建设用地或未利用地，不占或少
占耕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新建
（改建、扩建、翻建）住房、附属用房、庭
院均不占用耕地的，在宅基地总面积标
准内，住房用地面积可适当增加，增加
部分每户不超过30平方米。此外，鼓
励农村村民在规定面积标准范围内，合
理确定拟申请使用宅基地面积，节约集
约用地。扩建住房、附属用房、庭院所
占的土地面积连同原宅基地面积一并
计算。

成都蜀龙路跨线桥通过竣工验收

四川农村宅基地新规施行

宅基地面积
每人不超过70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