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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总结认为，发展民营经济，既要正视“现实和面包”，也
要憧憬“诗和远方”。

为此报告提出以下建议：
当前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坚定民营企业家创新发展的信

心。
随着企业营利能力的增强，我市民企在经营过程中也更注重

以人为本，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家精神始终如一强调对员
工、环境、消费者和社会的贡献。

171家企业中，有43家企业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130家企
业参与社会捐赠，分别占比25.15%、76.02%。如奥克斯坚持在公
益事业、带动其他企业发展、为发展献计献策等方面履行社会责
任。至今已累计捐赠逾2.7亿元。

另有，49家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占比28.65%。包括产业
扶贫、教育扶贫、技术扶贫和市场扶贫等多种扶贫方式。

有99家企业积极参与污染防治攻坚战，占比57.89%。例如加
快生产设备升级，提高清洁能源占比、淘汰高污染落后产能等多
种改进方式。

继续加大科技和人才投入，打造创新型企业。一方面，要加
大人才引进力度，对标先进城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人才
公寓配套，加强教育、医疗等重点公共服务供给；另一方面，要
加速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加大财政支持，支持本地民营企业联合
承担重大项目研发任务。挑选一批符合战略方向但研发成本过高
的项目，鼓励企业共同筹集资金、出力、聘请专家组建团队，联
合采购、联合研发，并最终共同享有研发成果（专利）。

要对标先进城市，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当前上海、深圳、杭
州、天津、西安乃至温州都开展了营商环境大讨论、大整改活
动。宁波要充分学习借鉴上述地方的经验和做法，坚持问题和效
果导向，紧密结合自身短板，组织开展营商环境大讨论、大调
研、大整治行动，并尽快研究建立营商环境评价体系，让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和非公有制企业相关人员成为评价的重要主体，常态
化、系统化、创新性、持续性推进营商环境优化。

尽快搭建、整合覆盖全市民营企业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引
进高水平市场化的民间服务力量，搭建包括宁波市产业服务云平
台、企业服务云平台、专项资金项目管理与服务平台等一系列涵
盖信息、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减少信息壁垒，提高信息和服务
共享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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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求变求新的同时，民营经济也遇到
了不少现实的困境——

从2017年各地公布的数据来看，新一
线城市中宁波的第三产业比例仍然处于中
下游位置。第三产业对于宁波引领作用有
待提升。

尤其是在当前，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
料价格上涨、资金流转困难、外贸环境多变
等多种不利因素叠加之下，不少企业陷入了
空前的困境。

那么，面对这些困难，宁波民企该如
何突破、思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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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营收和净利润的上升，去年，171家
民企的可持续盈利能力却有所下滑，仅42家企
业净利润率较上年有所增长，平均涨幅为
2.12%；而其余129家企业均出现下滑，平均降
幅为3.2%。

过半的企业表示，员工工资成本的上升以及
相关的员工福利、社会保障成本上升给企业带来
了巨大的压力。

据全国数据统计，制造业就业人数在2013
年达到1.03亿人峰值，然后开始逐渐下降。劳动
力供给的减少以及经济水平的提升，推动了劳动
力成本的上升。截至2016年，制造业员工平均
年薪达到了59470元。

预计到2020年，我国绝大数省份的制造业
从业者的时薪将超过25元/小时，江苏、浙江、
广东将超过35元/小时，北京与上海将超过40
元/小时。

其次是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受国际经济
周期变化导致的汇率变动等因素影响，以及随着
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和环保严查等一系列政策的
落地，金属原料、能源原料、包装原料等近50
个大类主要原材料在2017年经历了一轮持续性
的上涨。

其余还包括缴税负担、融资成本、物流成
本、缴费负担、能源成本、环境保护成本、土地
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如行政审批制度、市场
监管制度、知识产权制度、进出口等制度）等众
多综合支出。

此外，融资渠道的单一和流动性问题也无时
不在考验企业的实力。171家企业中有不少企业
的资产负债率超过50%，有的还更高。这些企业
主要分布在批发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化
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等行业。

宁波上规模民企对市场环境、政策政务环
境、法治环境、政商环境等营商环评价总体较
好，近90%以上的企业认为在不断改进。

但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降低税负
成本、降低节能减排及环保压力、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实现融资公平等，进一步释放企业自身能
动性。

企
业
研
发
投
入
还
有
待
提
高

欧盟对于企业的研发强度有相应的指导
标准。5%以上属于高研发强度，此类企业一
般被认为具备充分的研发竞争力优势；2%以
下属于中低强度，不足1%则属于低强度。

在欧盟委员会（EU）公布的2017年工业
研发投入（R&D）百强排行榜中，投入比例最
高的是电子信息与技术、健康行业和通讯业。
美国新基制药、美国百时美施贵宝、英国阿斯
利康位列前三，均为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研
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高达 39.8%、
24.9%和24.6%。

相比于国内外发达城市，我市企业的研
发投入明显不足。171家企业中仅有5家研发
投入比例在5%以上，（属高研发强度）；比例
在2%~5%的有81家；在1%~2%中低强度的
有7家；不足1%的有77家，另有1家不详。

在一线城市中，北京、深圳的科研投入强
度（占GDP比例）均在4%以上，上海和广州在
3%~2%；西安作为新一线城市高达4.36%，仅
次于北京；武汉、南京、杭州、天津四个城市均
保持在3%以上。而2017年，宁波的科研投入
强度仅为2.35%，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43%）。

这样的结果或许是因为受宁波产业结构
的限制。传统制造业对技术迭代相对不敏感，
无需持续地、大量地投入研发，来维持企业的
生产能力。

但这对于一座城市的长远发展来说，必
将是致命的。

民企如何突围
遭遇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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