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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强 娜）2022 年，
我市上下牢固树立抓市场主体就是抓发展
的理念，认真贯彻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总要求，紧盯纳规入统

“军令状”目标，深入开展“三百四千”工程奋
力赶超行动，按照“深挖、培育、引进、巩固”
八字方针，聚焦导向引领、靶向发力，不断推
进纳规企业在量上壮大、在质上提升，为全
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 五 上 ”企 业 数 量 快 速 扩 张 。 截 至
2022 年末，全市“五上”企业数量首次实现
破 千 ，达 到 1081 家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加 了
182 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335 家、
资质以内建筑业企业 171 家、限额以上批
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企业 376 家、房地
产开发经营业企业 82 家、规模以上服务业
企业 117 家。

增量势头强劲。2022 年月报加年报共

入库“五上”企业 236 家，其中月报 79 家，年
报 157 家 。 与 2019 年 相 比 ，年 均 增 加 了
104 个，年均增长 9.4%。其中，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新增 32 家、资质以内建筑业企业新
增 31 家、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
业企业新增 96 家、房地产开发经营业企业
新增 20 家、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新增 57
家。2021 年和 2022 年是我市纳规工作以
来年均数量增加最快的阶段，成绩斐然。

入库企业质量明显提升。到 2022 年
末，全市“五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 1328.8
亿元，比 2021 年增长 26.4%。行业中，除
资质内建筑业负增长外，其他行业均呈较
快增长趋势。

存量持续优化。与 2019年相比，二、三
产业单位数量之比由 52.48∶47.52 调整为
46.59∶53.41。二产占比有所下降，三产占
比略有上升，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深挖 培育 引进 巩固

我市纳规入统工作成绩斐然

本报讯 （通讯员 梅林海）近年来，柞
水县坚持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强县富民的
重要举措，精准制定各项激励扶持政策，健
全沟通对接平台，全方位做好保障服务，民
营经济实现了健康快速发展。

县 上 强 化 政 策 支 持 ，激 发 企 业 发 展
活 力 ，积 极 落 实 支 持 民 营 经 济 发 展 各 项
政策，出台《“五上”企业激励奖励办法》
和乡党回乡投资创业 10 条措施，严格落
实 各 项 纾 困 惠 企 政 策 ，全 面 推 行 企 业 稳
产达效专班服务管理制度，顶格落实“降
免退缓贷”助企纾困政策；召开高质量发
展 大 会 ，表 彰 民 营 企 业 及 纳 税 大 户 49

家，退税减税降费 6535 万元；协调金融机
构向企业发放信贷资金 7.8 亿元，为企业
争取上级奖补资金 1.2 亿元；培育“五上”
企业 29 家、“专精特新”企业 2 家，经济发
展活力不断增强。

县上通过实施创新驱动，不断提升企业
技术水平。聚焦企业发展“卡脖子”问题，抢
抓科技部定点帮扶机遇，持续加大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转化力度，强化人才引进和平台
建设，建成运营陕西科技资源统筹中心柞水
分中心；与 12 家高校院所和国家级园区开
展合作，成立院士工作站 2 个，培育高新技
术企业 2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44 家，在秦创

原立体联动孵化器总基地设立全省首家县
级飞地孵化器，柞水县获批全国首批、全省
唯一国家创新型县。

全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出台建设营
商环境最优区 30 条措施，全面深化“放管
服”改革，大力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
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一窗式”审
批受理模式，市场准入类事项审批随到随
办、现场出证，建立营商环境早餐会和营
商环境投诉举报信箱，推行政务服务“好
差评”制度，“5 个+”审批服务和“135”帮
办模式被《全国优化营商环境简报》刊发，
打造了高效便捷的网上办事平台，不断提

升企业满意度。
该县坚持把民营经济发展融入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全面完善县域工业集
中区路网、电网、管网等基础配套建设，建
设标准化厂房 7.7 万平方米，配套仓储冷
链等设施，建成占地面积 1000 平方米的
县级快递物流分拣配送中心，全县镇办、
村（社区）建设电商服务站点 82 个，快递
物流实现 3 天内配送到镇办、村（社区）。
大力实施城乡交通路网提升工程，构建了

“四纵三横、十路出境、通镇达村、入户进
园”的交通运输网络，荣获国家“四好农村
路”示范县。

柞水加快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市以投资驱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推动了经
济的高速发展，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逐渐形成“三、二、一”的
产业投资结构、主体多元化的投资结构、门类齐全的行业投
资结构等，带动经济结构更趋合理。但也存在投资产业结构
不尽合理、民间投资结构不优等问题，需要通过扩大有效投
资，持续调整投资结构来解决。日前，我们通过对全市 2018
年至 2022 年 5 年间的投资结构进行调研，就投资结构现状、
问题进行了分析。

投资增速加快投资增速加快

投资结构是指投资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间的分配
比例以及投资内部的各种比例关系，主要包括投资产业结
构、投资主体结构、投资区域结构、行业门类结构等，投资结
构直接影响着经济结构的形成及其变化发展，对推动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投资产业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
投资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分配数量及关系。

2018年至 2022年，我市一产投资所占比重基本平稳，均
保持在 9%左右，一产投资增速除了 2019 年和 2020 年受疫
情影响负增长外，其余各年份在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的带动
下，均保持高速增长；二产投资在疫情期间表现出非常强的
韧性，充当了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逆势高速增长，2020 年
和 2021 年均保持在两位数的增长，所占比重逐年提升，5 年
间比重提升了 4.2 个百分点；三产投资比重占据绝对主导地
位，占比在 55%以上，投资增速快速回升，5 年回升了 16.3 个
百分点。总体来看，2018年至 2022年，三次产业投资比例结
构呈现“三、二、一”格局。

投资主体通过筹资形成投资，运用投资实现增值，投资
主体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是否发挥了各类投资主体的积极
性，对保证经济协调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投资主体分为国
有投资、民间投资及外商投资。2018年至 2022年，我市受防
范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等因素影响，国有投资占比持续下
滑；随着疫情渐去、市场主体信心恢复，民间投资占比持续上
升，2020年前国有投资占主导，2021年后民间投资反超国有
投资占据主导地位。

我市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投资、工业投
资和房地产投资三大领域。2018 年至 2022 年，我市基础设
施投资增速呈波浪式上升，2020 年由于财政清理整顿、政

府债务管控加剧等因素影响，我市基础设施投资出现了断
崖式下跌，当年投资同比下降 22.4%，占比下降到 33.7%，到
2022 年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占 全 部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的 比 重 达 到
40.7%，超过工业投资成为我市第一大投资领域；工业投资
占比总体呈渐进上升态势，2021 年当年超过基础设施投
资，成为第一大投资领域，占比 35.7%，随后回落；房地产业
投资比重呈现直线下滑态势，增速连续 4 年出现负增长，主
要是由于陕南移民大搬迁及保障房建设基本接近尾声及国
家对房地产行业调控所致。

2018 年至 2022 年，我市投资主要集中在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上，这两个行业的投资占全部固定资
产投资的一半左右；其次是农林牧渔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这两个行业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 20%左右。
建筑业、金融业及国际组织三个门类投资目前为空白。

期待更加优化期待更加优化

当前，我市投资结构调整整体趋势向好，但在产业结构
及民间投资主体结构上仍存在诸多问题，期待更加优化。

产业投资结构不尽合理。我市产业投资结构存在二产
投资结构失衡、工业有效投资转化率低、制造业投资持续低
迷、现代服务业投入不足等问题。

二产投资结构失衡。从 2018 年至 2022 年 GDP 的构成
比重看，第一产业占比趋稳，第二产业比重逐年下降，第三产
业比重持续上升。第一、三产业趋势和投资结构基本吻合；
第二产业增加值与投资相背离，二产投资的持续加大没有带
来二产经济的加速发展，一方面说明投资到产出需要一个过
程，另一方面说明第二产业投资效益相对低下。

工业有效投资转化率低。工业投资通过转化成工业企
业，从而形成产值来推进工业经济发展，拉动经济增长。
2018 年至 2022 年，我市累计竣工工业项目 1168 个，转化为
规上工业企业累计 156 个，规上转化率为 13%，说明工业投
资项目规模小，优质项目少，投资效益不高，部分竣工项目未
能达产达效。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持续低迷。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是新
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是推动企业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2018
年至 2022 年，我市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比呈明显下滑态势，
增速也处于深度调整。2022 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制造业

投资的比重为 7.2%，比 2018 年降低了 16.9 个百分点，增速
在 2019年至 2022年也连续 4年出现负增长。高技术制造业
投入不足，限制了制造业技术开发，增加了对外部技术的依
赖，影响企业长远发展。

现代服务业投入不足。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经济发
展的重要指标，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和产业
升级至关重要。我市服务业投资主要集中在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交通运输、房地产业这些传统行业上，这三个行
业投资占全部服务业投资的 75%，而信息传输、金融业、现代
物流等知识、信息、技术相对密集的现代服务业只占 2.5%左
右，这会制约我市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步伐。

民间投资结构不优。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出台了提升
民营企业营商环境，鼓励民间资本参与 PPP 项目等一系列政
策措施，民间投资活力得到一定的激发，但民间投资在快速
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民间投资占比仍然偏低。近几年，我市民间投资活力不
断激发，投资规模和增速不断上升，但与发达地市相比，我市
民间投资总体规模较小，占比仍然偏低。2022 年，我市民间
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51%，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3.8
个百分点，低于兄弟市汉中、安康 10.5、4.2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行业过于集中。我市民间投资一半以上集中
在制造业和农林牧渔业两个行业上，受外部环境影响大，尤
其是受市场、成本、政策等影响较大，不确定因素多、风险大。

民间投资融资渠道单一。我市民间投资 80%的资金来
源于企业自筹，而民间融资借贷萎缩，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信
任度低、融资手续繁杂、利率过高、周期长等问题仍然存在，
民营企业很难通过银行融资获得所需发展资金。

提高投资效率提高投资效率

投资结构的调整领先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为产业结构
调整奠定坚实基础，只有先行调整投资结构，才能奠定优
化产业结构的基础。当前，我市投资规模、投资效益上有
着很大的提升空间，优化投资结构、增加有效投资、提高投
资效率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最佳路径。今后投资的重
点应持续在优化产业结构、激发民间主体活力、提高投资
效率上下功夫。

持续优化产业投资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最主要是二

产内部结构，加大先进制造业投资，特别是高新技术制造业
的投入。在先进制造业投资方面，结合商洛实际，发展壮大
支柱产业，在太阳能光伏、抽水蓄能电站集群、全钒液流储
能电池等领域推动高质量发展。继续推进矿业“五化”转
型，围绕“3+N”产业延链补链强链，促进结构转型升级。同
时要加快项目投产达效，推动工业投资项目及时转化为规
上工业企业，并尽快形成产能效益。一产投资结构的优化
主要是大力发展特色现代农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
竞争力。三产投资优化主要在提升传统服务业，培育新型
服务业上，主要围绕现代物流、信息服务、壮大中介社区服
务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

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内生动力，支持民营企
业做大做强。首先要通过政策支持和引导，提高企业对于
投资收益率的预期，增强企业投资意愿，增强内生动力；其
次要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和体制创新，有效承接省级下
放核准事项，完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制度，进一步下放投资
项目审批权限；再次是坚持“育小、扶中、抓大”的原则，实施
中小企业成长培育行动计划，对新进规模以上民营企业，要
加大奖励力度，促民营企业梯队成长，集群发展，做大做强，
上规模，上水平。拓宽融资渠道，多元保障投资供给。大力
推进 PPP 项目，优选一批适合民间资本进入的优质项目，采
取更优惠的政策，吸引民营企业投资。降低征信、降低审批
门槛，继续给予项目贷款贴息扶持；同时要鼓励金融机构对
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和重点项目，实行贷款展期简化审批
流程，提高展期贷款的审批效率。要积极支持政府融资担
保机构做大做强，建立融资风险政府和担保机构共担机
制。对资金来源渠道相对单一的民营企业，应加大政策倾
斜力度和金融机构支持力度，通过债权、股权、资产支持等
多种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持续减轻企业税负，打破企业
投融资困境。

优 化 投 资 结 构 激 活 内 生 动 力
——我市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调查

本报通讯员 益晓云 陈晓艳

立春过后，商州区工业
经济发展呈现“兔”飞猛进的
良好态势：机器设备连轴转、
抢抓时机赶订单、项目建设
忙不停……到处洋溢着“推
动工业大发展、拉动经济大
提速、实现发展大跨越”的生
机与活力。

绿 色 建 材 产 业 集 群 的
快 速 发 展 ，是 商 州 区 深 入
推 进 工 业 倍 增 升 级 的 生 动
写 照 。 在 商 州 区 龙 山 脚 下
的三一绿色建材项目二期
建设现场，挖掘机、压路机
轰 鸣 声 不 断 ，施 工 人 员 紧
锣 密 鼓 地 进 行 测 评 、放 线
等 工 作 。“ 目 前 ，回 填 作 业
即 将 完 成 ，很 快 就 可 以 进
行厂房建设。我们正加班
加 点 施 工 ，确 保 项 目 按 期
建 成 、投 产 。”三 一 绿 色 建
材项目负责人陈杰说。

去年以来，商州区牢固
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坚持
市、区共建，高位推进项目
建设，形成“已签项目抓开
工、在建项目抓推进、竣工
项目抓投产”的良好局面。
2022 年 ，全 区 实 现 规 模 工
业 总 产 值 191.48 亿 元 ，同
比增长 14.2%，增加值增速
8.1% ，两 项 指 标 排 名 全 市
第一。工业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为 22.6%，拉动 GDP
增长 1.2%。

工业经济“压舱石”作
用 的 凸 显 ，让 商 州 区 实 施
工 业 倍 增 计 划 信 心 满 满 。

“ 工 业 是 经 济 发 展 的 重 要
支 柱 ，以 工 业 倍 增 实 现 工
业 发 展 的 突 破 ，不 仅 是 市
委 、市 政 府 的 重 大 决 策 部
署 ，更 是 推 动‘ 五 区 ’建 设
和经济社会提质增效的有
力抓手。”在 1 月 31 日召开
的商州区工业经济座谈会上，商州区委副书记、代区长
支朝奇与企业家们谈心，听取大家对当前经济形势、企
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今 年 以 来 ，商 州 区 各 相 关 部 门 紧 盯 今 年 工 业 经 济
增长目标，围绕“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提升服务保障效
能、帮助企业降本减负、缓解资金短缺难题、加大规上
企业培育力度”等方面要求，全力做好企业各项服务和
保障工作，主动下沉企业一线，研究解决问题和困难，
助力壮大工业体量，做大做强支柱产业，奋力实现全区
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工业兴则产业兴，工业强则经济强。面对新形势、新
要求，商州区将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加压奋进，以工业倍
增计划为契机，推动工业大发展、拉动经济大提速、实现
发展大跨越。今后一个时期，商州区将聚焦商洛比亚迪、
陕西锌业、商洛电厂等工业龙头企业，积极开拓市场、挖
潜增效，努力实现满负荷生产；用好市场化手段，积极推
动陕西香菊、陕西森弗、商丹粮油等企业不断谋划新项
目、引进新技术新工艺，增加企业科技含量，提升产品竞
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为工业发展积蓄动能。同时，在
上下游关联企业合作招引上持续下功夫，不断建强延伸
产业链条，进一步提高产业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发挥产
业集群优势，壮大工业经济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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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以来，商洛盛大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专业技术队

伍，在洛南县景村镇八一红仁核

桃基地开展垦复扩盘、施肥、病虫

防治、接穗采集贮藏等春季科学

管理，为今年丰产打下坚实基

础。（本报通讯员 董 刚 摄）

科学管理科学管理 丰产增收丰产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