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红利破垄断藩篱，民企投资发力能源产业

山山东东上上规规模模民民企企实实力力报报告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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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上规模民企经济指标
2013年我省上规模民营企业各项经营指标大幅

增长，增幅最大的是户均缴税总额和户均营收总额，
分别增长61%和57%，户均资产净总额增长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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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登记民
营经济市场主

体42 . 6万户，

同 比 增 长

48 . 1%，比去

年同期增幅高
出41 . 5%，占新
登记市场主体
总量的99 . 1%。

注册资本

（金）4195 . 8
亿元，同比增

长152 . 0%，比

去年同期增幅
高出127 . 1%，占
新登记市场主
体 总 量 的
82 . 0%。

今年上半
年，山东新登记
企业数量首超
1 0 万 户 ，达

12 . 5万户，增

幅超过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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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

打造营商环境

山东企业户数首超百万

山东民营经济大会召
开，出台十条举措助力民企
发展

1 .改善市场准入条件
2 .大力发展小微企业
3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

经济
4 .改善金融服务
5 .落实财政扶持政策
6 .落实平等用地待遇
7 .增强民营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
8 .引导和服务民营企业

“走出去”
9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10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

场秩序

2014年7月

2014年9月

出台33条新规
助力中小企业发展

截至2014年11月底
省外民营企业入鲁项目投资额

2 . 9万亿元，助推山东腾笼换鸟。

其中，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四大
类项目分别占签约项目总数和投资

额的92 . 6%、96 . 3%。

截至6月底
全省企业数量

达101 . 3万户，

成为广东、江苏、浙
江、上海之后，第五
个超过百万户的省
份。

截至2014年10月底
山东民营经济市场

主体总量470 . 2万户，同

比增长22 . 4%
注 册 资 本（ 金 ）

37848 . 4亿元，同比增长

45 . 2%

作为经济大省，山东民营经济占据全省经济半壁江山。那么，山东民营企业的
实力到底如何？其行业分布、投资方向、国际化程度又是怎样的呢？来自山东省工
商联对209家2013年营业收入总额5亿元以上的民营会员企业的调研分析报告，对
上述外来投资者最为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本报记者 马绍栋

数据来源：
2 0 1 3年度山

东省上规模民营
企业调研分析报
告，统计对象为山
东营业收入总额5

亿元以上的民营
会员企业，共收录
企业209家。

化工行业最集中，纺织业资产占比最高

行业名称 企业数（家） 百分比（%）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9 9 . 1%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14 6 . 7%

黑色金属冶炼 12 5 . 8%

食品制造业 11 5 . 3%

农副食品加工业 11 5 . 3%

纺织业 10 4 . 8%

综合 10 4 . 8%

房屋建筑业 10 4 . 8%

其他制造业 10 4 . 8%

专用设备制造业 8 3 . 9%

在今年的调研统计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等劳动密集
型产业在我省产业分布中仍处于重要地位；从各行业营收比重看，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由
去年的第2位上升到榜首，营收比重比去年增加6 . 7%；从资产总额比重上看，纺织业排在第1位，所占比
重为16 . 6%；去年位于榜首的有色金属冶炼排名下降，排在第8位，资产总额比重为4 . 3%。

九成民企新增投资，能源产业占比最大

参与调研的企业中，2013年有新增投资的197家，占调研总数94 . 26%。从2013年所调研民营企业的
情况来看，已经投资的领域排前三位的分别是资源、能源等基础产业（39 . 66%）、现代商业和物流领域

（34 . 48%）、城乡统筹和新农村建设（23 . 56%）。

投资领域 2013年进入企业数 比重 2012年进入企业数 比重

资源、能源等基础产业 69 39 . 7% 102 37 . 8%

现代商业和物流领域 60 34 . 5% 56 20 . 7%

城乡统筹和新农村建设 41 23 . 6% 46 17 . 0%

政策性住房建设领域 34 19 . 5% 44 16 . 3%

金融服务领域 32 18 . 4% 51 18 . 9%

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电信等基础设施领域 26 14 . 9% 34 12 . 6%

文化、旅游和体育事业 25 14 . 4% 22 8 . 2%

医疗、教育培训、社会福利事业 23 13 . 2% 29 10 . 7%

市政公用事业 22 12 . 6% 15 5 . 6%

国防科技工业投资建设领域 7 4 . 0% 15 5 . 6%

海外投资额18 . 8亿美元，北美成海外扩张首选

国家或地区 已开展企业数（家） 拟开展企业数（家）

港、澳、台 38 6

日本、韩国 42 13

东盟十国 45 15

亚洲其他国家 46 13

北美洲 62 11

南美洲 32 6

非洲 36 10

大洋洲 23 3

欧盟 32 5

俄罗斯 31 7

欧洲其他国家 9 2

（单位：亿元） （单位：亿元）

本报记者 孟敏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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