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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全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民企资本集中度提升、市场主体规模变大、投资活跃度不断提高

□本报记者 吴刚

近几年，受疫情等多
种不利因素影响，全国不
少地区民营经济发展遭
遇不同程度困难。但就
重庆而言，整体上看，民
营经济依然保持着良好
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
规模不断壮大、投资活跃
度较高等。

数据显示，从 2019
年到 2021 年，重庆民营
市场主体数量增幅分别
是8.95%、8.79%、7.6%，
其中，民营企业数量增速
分别为 6.53%、8.8%、
10.8%，表明民营资本的
集中度在提升，民营市场
主体的规模在变大。

在全市经济总盘子中
的占比变化，也反映出重
庆民营经济的规模正在
稳步壮大——从2019年
到 2021 年，重庆民营经
济在全市经济总量中的
占 比 ，分 别 是 52.8% 、
59%、59.6%。

投资，最能反映民营
经济的状态和发展活
力。2021年，重庆民间投
资同比增长 9.3%，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
点。

今年5月，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在
甘肃举行的一场抗震救灾演习中，一个大型指挥
方舱，赢得各方关注和好评。

这是国内首台可移动指挥方舱，它拥有一面
超大显示墙，可容纳70余人同时开会。同时，它
采用独立液压控制系统，可在非铺装路面及工程
机械临时平整的地面展开。

更令人称奇的是，该指挥方舱所搭载的“小
迪智慧系统”，可对车内所有电器设备状态进行
集中查看与智能控制，随时掌握车辆加装设备运
行状况、车内外温湿度、电源电压电流、车辆实时

定位等信息，并进行实时通讯。
这台堪称“应急指挥作战利器”的设备，来自

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鲜为人知的
是，这家重庆最早上市的民企的大股东——东银
集团，曾经陷入债务危机。

2017年10月，因为煤炭和有色金属业务板
块遭遇市场行情下挫，加上债务集中到期，迪马
股份的大股东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东银集团）出现债务危机，旗下的迪马股份、智慧
农业两家上市公司先后停牌。

东银集团债务危机引起了重庆市委、市政府

的高度重视。市政府召开协调会议，提出了“支
持民企、服务发展、稳定全局、实现共赢”的原则，
积极帮助企业走出困境。

2018年7月23日，重庆民营经济发展大会
召开，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成为全市经济发展“重
头戏”。重庆市金融监管局等部门组织债权金融
机构召开协调会议，成立了东银集团债权人委员
会，通过处置非主业资产、留债、债转股等多种形
式，提升企业风险化解能力。2019年1月25日，
东银集团债权人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表决通
过了债务重组方案和重组协议，债务重组得以顺

利推进。
“在外部环境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局

面下，东银集团能够快速解决债务问题，离不开
政府部门、金融机构鼎力支持。”回首此前惊心动
魄的经历，东银集团高层这样感慨。

从困境中起死回生后，东银集团加强了风险
防控，调整了企业发展的战略布局，并在创新上大
作文章，企业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像上述指挥方舱一样的创新产品，东银集团
还有很多，不少产品已经走出国门。据悉，目前，
迪马股份产品远销亚洲、非洲、美洲、欧洲等34
个国家和地区。

除了制造业，东银集团的其他事业板块，也
都蒸蒸日上。其中，旗下的物业管理，已于今年4
月29日在港股上市。

一家民企的起死回生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稳健，是前提，只
有站得住，走得稳，才能行得远。

近年来，像东银集团这样，在相关政府部门
的支持下，成功化解风险的案例，还有北汽银翔、
力帆集团、新天泽等9家，共涉及上下游关联企
业达3500家，资产近1000亿元，员工近10万
人。重庆通过积极主动作为，既保住了企业，保
障了就业，又维护了社会稳定。

“救人于危难之际”，在帮助企业化解风险的
过程中，重庆摸索出一套体系化的方法。首先是

“一企一策”专业化推动。针对出现重大风险的

大型骨干企业，重庆由市领导牵头成立专人专
班，组织相关市级部门参与，合力推动风险处置
工作。例如，由于债务危机面临破产，北汽银翔
多次遭遇供应商、经销商讨要货款和员工讨薪，
市区两级政府迅速行动，由一名副市长和企业所
在区政府主要领导挂帅，协同规划资源部门、银
保监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等共同处置，实现了企
业的战略重组。

其次是“府院联动”机制化协调。例如，重庆
力帆集团2018年以来出现重大债务和经营困
境，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后，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

牵头，依托各级“府院联动”机制，成功引入战略
投资，实现有效重整，保障了3000余家债权人，6
万多户中小投资者，近万名职工合法权益。又
如，新天泽集团2015年资金链断裂、多个项目停
滞。重庆市委政法委统筹、市高法院指导，创新

“程序分立、整体重整”的破产重整模式，通过府
院协同、权益平衡、监管协调和多方联动，有序化
解企业债务危机。

再次是创新推出处置举措。民企面临破产，
最终的表现是“差钱”，为解决融资难题，重庆推
出了多项举措：建立应急转贷基金帮助企业“过

桥”，对企业的单笔转贷资金额度8000万元，对
个体工商户给予单笔最高不超100万元的转贷
支持，费率低至每工作日0.1‰，目前已累计为
6800余家企业办理转贷超810亿元、节约企业资
金成本超21亿元；推动成立债委会，为企业联合
授信、一致行动，稳定企业信贷资金流，目前累计
有7000家单户企业成立债委会，较好地降低了
企业债务信用风险。

此外，为及时发现风险，控制风险，重庆市相
关部门建立了民营经济风险监测预警有关工作机
制。例如，市经济信息委每年初召开全市工业经
济运行会，分析经济形势、提出风险防控目标，按
季度召开重点区县、重点行业专题座谈会，分级分
类进行风险排查，每月定期开展重点民营企业运
行监测预警，监测民营制造业生产运行风险。

一套“救人于危难之际”的方法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靠创新。重
庆民企创新水平和能力如何，先来看两则案例。

“‘大牛’，能帮我写一份合伙协议吗?”“‘大
牛’，请问租赁房屋租户有优先购买权吗?”……

“大牛”通过语音问答的方式，对社区居民提出的
问题一一进行解答，并生成了法律意见书。

这是近日出现在渝北龙溪街道金龙路社区服
务大厅的一幕。“大牛”，是国内首款具有“类脑”的
法律机器人。它的开发者，是重庆一家民营企业
——重庆大牛认知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大牛科技）。

“这款机器人能通过集成自然语言理解和法

律逻辑推理，为市民提供法律助理服务，它能就
婚姻家庭、劳动争议、交通事故、邻里纠纷等多种
常见问题提出法律建议”，大牛科技负责人介绍。

今年4月，重庆开州区法院智慧调解室首次
利用大牛科技公司推出的“智慧调解系统”，成功
调解了两起民间借贷纠纷案，让基层调解实现准
确和高效，开启了“智慧调解系统”用于基层调解
的先河。

除了科技领域，传统产业中，重庆民企通过
创新实现提档升级的故事，也层出不穷。例如，
在传统消费品工业中，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

（下称江小白）就堪称重庆民企创新的典范。
前不久，江小白的一款梅见青梅酒，作为唯

一受邀的中国酒类品牌，亮相巴黎卢浮宫“国际
艺术联创巡展”，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中国风”。

青梅酒，只是江小白新品开发的又一成果。
梳理这家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自创
立以来的10余年时间，它凭借持续不断的创新，
总能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白酒各个细分市场赛道
游刃有余。

2011年，江小白瞄准年轻群体，推出小瓶装
高粱酒，在消费文化诉求上大做文章，从而在竞争

白热化的传统白酒市场杀出一条“血路”。2018
年，看好当时方兴未艾的果酒市场，江小白推出

“果立方”系列果酒，上市半年后销售额就超过了
一亿元。2019年，江小白乘势而上，在果酒市场
进一步拓展，推出梅见青梅酒。如今，江小白成为
国内唯一一家横跨传统白酒和新酒饮赛道，且在
两个赛道同时拥有头部品牌的酒业公司。

与此同时，江小白在重庆江津白沙镇打造了
一个近千亩的酒厂“江记酒庄”，在渝川黔一带开
拓酒粮产区，打造了一个万亩级的巨型农场，构建
起“农场酒庄共生的新型酿造生态”，囊括了从高
粱种植、酿酒储酒到工艺研发等各环节。“江小白
真正的护城河就是这个‘超级酒庄综合体’，这个
酿造业态有很强的品类研发能力，能够持续不断
地另辟新品。”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认为。

科技型民企层出不穷，传统行业民企借创新提档升级

大牛科技和江小白的创新故事，背后是重庆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
动计划的实施。

“近年来，重庆通过智造重镇和智慧名城建
设，为民营企业在大数据智能化方面的创新，提
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某种程度上说，重庆科技
型民企的发展，正是重庆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的成果”，市
工商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截至2021年底，全市民营科技企业达36812

家，占科技型企业总数的99.66%；有效期内的民
营高新技术企业4750家，占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
93%。民企已经成为重庆科技创新的生力军。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行动计划，不仅培育了一大批新兴的民营科技
型企业，还有力地推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例如，作为重庆传统汽摩产业代表的宗申集
团，依靠大数据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创建工业互联
网平台忽米网，目前已发展成为拥有500万平台
注册用户、连接130多万台工业设备、交易规模即

将突破100亿的国家级“双跨”平台。龙湖集团每
年投入超过20亿元加强数字化研发，依托物联网
手段延伸智能服务，构建了新的市场竞争力。

除了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这样的创新引领，重庆还在
优化营商环境上狠下功夫。近年来出台的不少
优惠政策，都是为民营企业“量身定制”。

例如，重庆建立常态化走访服务市场主体机
制，推动形成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七项制
度，开展“集中走访精准服务民营企业”“百日大

走访”“大走访大谈心”等活动，通过非公经济人
士接待日、民营企业困难问题办理机制，积极为
民营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走
访民营市场主体、商协会12.2万余家，帮助解决
问题5.2万个。

又如，重庆市工商联与人行重庆营管部共建
民营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中心35个，累计为1957
户小微企业放贷40亿元。再如，重庆市工商联
会同市委统战部、市委政法委建立服务民营经济
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与公、检、法、司四部门
持续深化涉法涉诉问题解决机制，全市累计协调
办理民营企业维权案件870余件，涉案标的约
157亿元，帮助民营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4.48亿
元。

创新引领和优化营商环境两手抓

◀江 小 白
的“轻口味”与

“利口化”味道
战略受到年轻
人欢迎。
（江小白供图）

◀2019年2
月27日，东银控
股旗下迪马工
业技术人员在
生产一线进行
技术研发。摆
脱债务危机后，
东银控股发展
重新步入正轨。

（东银控股
供图）

▲4月24日，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上一片忙碌（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