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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蒙古自治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现

状

2013 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非公有制经济增

速高于整体经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一）非公有制经济占整体经济的比重持续

升高

 2015 年末，全区共有非公有制经济市场主体

163 万户，占全区的 98%，非公有制经济增速高

于全区平均水平 2.3 个百分点。全区非公有制经

济 GDP 从 2013 年的 10562.63 亿元提升到了 2015

年的 11579.1 亿元，两年增加了 1000 多亿元 ；三

年年均增长 8.8%，高于同期 GDP 年均增速 0.6 个

百分点 ；占 GDP 的比重由 2013 年的 62.8% 提升

到了 2015 年的 64.2%，两年提升了 1.4 个百分点。

（二）非公有制工业实现了较快增长

2013—2015 年，全区规模以上非公有制工

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2.7%，高于同期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平均增速 2.5 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

业 的 比 重 由 2013 年 的 65.6% 提 高 到 了 67.7%，

提升了 2.1 个百分点。面对着经济下行的压力及

部分行业市场形势的严峻变化，非公有制工业企

业虽然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但其充分发挥出了

经营负担相对较轻、方式灵活多变、调整适应能

力较强的优势，使其利润降幅小于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2013—2015 年，全区规模以上非公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由 1182.41 亿元下降到了 2015 年

的 889.58 亿元，下降了 24.8%，而同期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下降了 48.9%。同时，这一时

期，非公工业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的比重也由 64.2% 提高到了 94.6%，提升了 30.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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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对内蒙古自治区非公有制经济 2013—2016 年发展现状的深入分析，研究在经济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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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投资的重要组成部

分

 在“十二五”期间，全区非公有制经济投资

额从 3328.59 亿元增加到 7837.11 亿元，年均增

长 18.7% ；“十二五”期间共投资 30645.01 亿元，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 59.2%。2013—2015 年，三

年间全区非公有制 500 万元以上项目固定资产投

资额累计完成 2.11 万亿元，占同期 500 万元以上

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58.6%，三年年均增长

14%，低于同期 500 万元以上项目固定资产投资

年均增速 2.2 个百分点。尽管如此，非公有制资

本投资已优化了原有的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和银行

贷款的格局，成为投资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

道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就业，为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重要贡

献。2013—2015 年，全区城镇非公有制单位从业

人员从 494.5 万人增加到 536.47 万人，占城镇从

业人员的比重也从 74.3% 提高到了 75.7%，提高

了 1.4 个百分点。

（五）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全区税收的重要

来源

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企业量多规模大，已

成为全区税源的重要保障 ；另一方面，随着国家

及自治区为中小微企业减负政策措施的陆续出台

落实以及经济的总体下行，全区非公有制经济的

纳税额也有所下降。2013—2015 年，尽管全区

非公有制经济实现纳税额从 1863.55 亿元下降到

了 1480.07 亿元，占全区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也从

81.6% 下降到了 68.3%，但仍然是全区税收的重

要来源。

（六）非公有制单位成为消费领域中的主力

军

 2015 年，全区非公有制单位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5454.3 亿元，比 2013 年增加 1000 亿

元 ；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 2013 年

的 87.8% 提高到了 2015 年的 89.3%，提升了 1.5

个百分点 ；三年年均增长 11.6%，高于同期全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 1.5 个百分点。2015

年，全区销售额在亿元以上的非公批发零售企业

达 396 个，比 2013 年增加 5 个 ；其中，销售额亿

元以上的非公综合市场44个，比2013年增加8个。

二、内蒙古自治区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

问题

虽然我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由

于基础薄弱，与全国和发达省份相比，我区非公

有制经济在发展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

（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东西部不平衡，西

部强东部弱 

从分布区域看，西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强，东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弱，呼包鄂地区

集中了全区近一半的个体私营企业。2015 年，西

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区 74%，其中呼

包鄂就占 64%。如西部鄂尔多斯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程度较高，与东部发展程度最低的兴安盟相比

总量相差十三倍，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两地相差

28.2 个百分点（如图）。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将使我

区东西部贫富差距拉大，影响我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任务完成。

（二）非公有制经济内部结构不合理，传统

高新兴低 

内部结构的不合理表现为传统行业所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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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015 年内蒙古非公 GDP 总量及非公 GDP 占 GDP 的比重图

数据来源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 (2016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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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偏高，新兴产业涉足比较少。如农畜产品加工

业、批发零售贸易业、住宿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业

等传统行业的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而

新兴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业，比重低。多数非公有

制企业仍处在以资源开发和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

业链下端，集中体现在规模小、起点低、行业优

势不明显。

（三）非公有制企业大多数规模较小，市场

竞争力不强

全区的非公有制企业绝大多数是小微企业和

个体户，达到一定规模和在行业中具有一定影响

力的大中型非公企业数量偏少，竞争力不强。如

由全国工商联编制的“2016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

榜单中，内蒙古仅有 8 家企业上榜，与沿海省份

相差甚远，上榜企业由 2014 和 2015 年的 12 家缩

减为 8 家，降幅较大。其中排名最高的我区企业

在全国也仅排第 47 位，且仅有伊利股份和鄂尔多

斯投资控股集团两家企业进入全国百强。另外，

在同时发布的 2016 年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 500 强

中，内蒙古也仅有 4 家企业上榜 ；而在 2016 中国

民营企业服务业 100 强中，自治区仅有包商银行

一家企业上榜。全区非公有制工业企业数量占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比重 85%，低于全国 10 个百分

点，资产总额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重为 48%，

低于全国 13 个百分点。

（四）非公有制企业产业层次低，创新能力

不强

内蒙古作为典型的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发

展较多依赖资源开发，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目

前，全区非公有制企业中从事传统的资源能源开

发、中低端粗加工制造、传统服务行业等领域的

居多，普遍存在规模小、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

低、产业协作配套能力弱等问题。不少非公有制

企业不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如互

联网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

升管理、产品品质和服务质量，无法充分适应时

代和市场的需求，竞争力不断下降，随时有被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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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淘汰的风险。

（五）全区县域经济发展滞后，要素保障能

力低

 内蒙古市场化综合指数位居全国第 25 位，

土地、信贷、资源、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发

育不足，阻碍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步伐。

 1. 金融服务产品单一，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比较突出。企业融资只靠“银行借款”这一单一

模式，财政引导、地方投入、鼓励社会投入的多

元化创新投融资体系尚未形成。非公经济仍存在

“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据内蒙古银监会统

计，商业银行贷款主要投放给了大中型企业，小

企业仅为 20%，几乎没有微型企业。据国家统计

局内蒙古调查总队对 170 家小微工业企业融资成

本的调查显示（如下表）：仅 4 成企业获得金融机

构贷款的年度综合成本（含年利率）低于 10％。

170 家小微工业企业融资成本调查表

贷款综合成本

（含年利率）

企业占比（%）

< 10％

  40%

10％—12％

     25.6％

12％—15％

      17.2％

15％—18％

      12.9％

> 18％

  4.3％

2. 非公企业生产经营负担较重，生产要素

成本高。如企业房产税、土地税等税负偏重 ；部

分中介收费项目过高，如“环评”“安评”“能

评”“灾评”等各种评估收费负担重 ；垄断行业强

制服务并收费，如供电、供水、供气等，或要求

企业必须使用其指定商品或接受指定服务等问题

仍十分突出。 

 3. 劳动力成本仍然较高。企业普遍反映，当

前用工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社保费用增加。虽

然自治区政府已经降低了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

缴费比例，但企业社保缴费比例仍占到工资总额

的 38%—41%，社保缴费偏高。

（六）非公经济部分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

支持政策亟待落地

虽然国家、自治区及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支持

非公经济发展政策措施，但非公经济政策的配套

措施还不是很实，政策落地效果还不是很好。一



66

区域 REGION北方经济

是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力度亟待加强，二是缺乏配

套细化措施和落实政策的协同机制，三是基层对

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够。

三、内蒙古自治区非公有制经济问题解

决策略及建议

放眼全国，凡是经济实力强、发展水平高的

地方，都是非公有制经济发达的地区。我区属于

欠发达地区，要实现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确定的

宏伟目标、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伟大

胜利，必须放开手脚发展非公经济。

（一）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增强政策含金量

和可操作性

自治区要加快各领域的改革步伐，深化改

革、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破除制约经济发

展的各种体制制度束缚，进一步完善鼓励和支持

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若干规定的政策。要着力

放开市场准入，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

和领域都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凡是我国政府

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该向国内民

间资本开放。

（二）加大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各项政策落实

力度

1. 加大政策的宣传、解读。梳理国家、自治

区等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广泛

利用网站、报纸、微信、APP 等多种形式开展政

策宣传、解读，提高惠企政策的知晓率。

2. 强化政策落实责任。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实

际出发，细化、量化政策措施，制定相关配套举

措，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让民营企

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发展信心。

3. 充分发挥各级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工作

领导小组作用，加强部门间的协调联动，形成合

力，推动政策落实。组织非公经济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对“76 条”落实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和考核，

并适时搜集落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新情况，有

针对性地提出解决之道。

（三）健全完善金融体系，为非公有制企业

解决融资问题

1. 建立健全融资担保体系。加快组建多层

次、多类型的担保机构，进一步完善信用担保机

制，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信贷服务。

2. 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加快推动一批中小

微企业通过“新三板”“创业板”“中小企业板”

以及区域股权交易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

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如大额存单、小微企业金融

债，应收账款质押，不动产抵押等融资。 

3. 积极搭建银行和企业信息交流沟通的平

台，促进银企合作。进一步简化银行贷款审批手

续，缩短审批时限、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

（四）改善民间投资环境，帮助非公有制企

业找到投资新领域

1. 完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动民间

资本通过特许经营方式参与城市供水、供气、供

热、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管理，落实价

格和收费政策，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教育、医

疗、地方铁路运营、水利工程、养老机构等社会

事业和公用事业。

2. 各级政府要切实调动民间资本参与重点项

目建设的积极性，落实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进非

国有资本指导意见，启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

制试点，在国有企业投资项目中加快引入社会资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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