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江苏民营经济以破浪之
势交出一份沉甸甸的答卷：全省民营经
济增加值从2018年的5.1万亿元提高到
7.98万亿元，占GDP比重攀升至58.2%，
民间投资增速领跑全国，民营企业出口
额稳占全省半壁江山。

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苏南模
式”，到如今89家企业跻身中国民企500
强的“群星方阵”，这片热土何以持续澎
湃春潮？答案藏于刀刃向内的改革勇
气，更镌刻在政企同心的共生基因里。

破冰拓路，激活民间投
资新动能

市场准入方面的“玻璃门”“弹簧
门”“旋转门”是近年来民营企业反映较
为集中的问题，江苏怎么破？

破冰之声，来自市场准入的铿锵
落槌。

2023年，省发改委印发《关于进一
步完善政策环境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
资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民间资本进
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所有行
业和领域；2024年，江苏核电项目首次
向民间资本开放10%股权，全省发布交
通、清洁能源、医疗养老等七大重点领
域投资指南，让民间资本“看得懂、进得
去、投得稳”。

2 月，扬州迈安德科创中心的实
验、概念验证中心现场一片忙碌，作为
迈安德科创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
中心将引入自主开发多类型的小试、中
试等试验装置100台套。

扬州迈安德科创中心项目是今年
省民间投资重点产业项目之一。2024
年，省重大项目清单创新建立民间投资

重点产业项目库，入库项目200个，包
括战略性新兴产业163个、未来产业37
个，年度计划投资648亿元。而今年，
我省又继续安排200个省民间投资重
点产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686亿元，
比去年高出38亿元。

对民营企业的扶持，不止于开放，
更在于守护。

江苏加强市场秩序治理，开展整治
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突出问题维护公平
竞争秩序专项行动，探索建立政府采
购、财政奖补等领域公平竞争审查机
制，从源头防范妨碍统一大市场和公平
竞争的政策出台。去年以来，受理查办
各类垄断线索76件，立案调查4起；审
查增量文件6135份，修改调整250份，
清理存量文件220份。

数字是最有力的注脚。全省民间
投资占比66.1%，稳居全国第一，民间投
资增长3.8%、增速比全部投资高出2.3
个百分点。

强化保障，驱散企业发
展迷雾

融资难与法治忧，曾是民企头顶的
“两朵乌云”。江苏以金融创新破融资
坚冰，以法治建设驱发展阴霾。

金融活水正在持续精准滴灌。去
年6月，总规模500亿元的省战略性新
兴产业母基金启动运行，今年 2 月 12
日，省级母基金第二批规模达408亿元
的产业专项基金签约。

细看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基金的
投资项目，民企身影频现。近日，苏州
市未来产业天使基金签约投资苏州绿
希科技有限公司，标志着省级母基金系

列未来产业天使基金完成首个项目投
资。此外，首个直投落地的项目、首个
在香港主板上市的直投项目、首个直投
落地的天使项目均为民企。

为了解决重大项目“融资难”的问
题，全省强化对重大项目的金融要素保
障，搭建平台促进银企“牵手”，去年开
展全省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推进月”系
列活动，已推动254个推介项目获得贷
款授信2913亿元。

同时，我省在全国首创“信用+执
法”渐进式监管，针对“由轻到重”的违
法行为，实施“从弱到强”的渐进式监管
举措，去年以来，试点地区共实施渐进
式执法2668次，办理免罚轻罚案件1311
起，减免罚金8911.67万元。运用“江苏
微解纷”在线多元解纷平台，为民营企
业提供评估、调解、仲裁、诉讼一条龙服
务，并持续深化商会商事调解工作，截
至去年6月，全省已设立545家商会商
事调解组织，引入 3344 名调解人员。
目前，《江苏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立法
工作已启动，为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优化服务，亲清生态孕
育无限生机

去年1月，《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的若干措施》出台；3月，《关于进一
步强化民间投资支持不断激发活力的
通知》印发……江苏将制度性壁垒化为
滋养万物的政策甘霖，一套组合拳让民
营经济根系舒展、枝繁叶茂。

好政策需要配套好服务，而服务的
温度，江苏体现在“想在前头”的智慧与

“办在实处”的担当。

从“被动接单”到“主动拆弹”。江
苏对省级热线近半年30.4万条涉企诉求
进行梳理，总结提炼13类领域共性问题
向省有关部门进行反馈，政府从“坐等
诉求”转向“未诉先办”，连续五年位列

“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份”。
近年来，“不出海，就出局”成为不

少民企的共识。2018年，江苏民营企业
进出口总额 1894亿美元，占全省进出
口总值的28.5%；而2024年，民营企业
进出口总额3577.4亿美元，占全省进出
口总值的45.3%，民营企业出口总额增
长9.1%，占全省出口比重50.6%，稳居第
一大出口主体。

政策给力、服务精准、环境创优，这
是江苏一以贯之发展民营经济的态度。

“扎根江苏，我们很幸福！”“我们
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多精彩！”“企业肩
负着新的使命，更要有新的作为！”行
走在江苏大地，总能听到这样的话。
当政策阳光穿透市场云雾，当制度沃
土培育创新种子，江苏民企必将在中
国经济巨轮破浪前行的航程中，书写
更壮丽的篇章。

「来源：2月26日《新华日报》」

■ 编后

在江苏高质量发展的奋斗历程中，
民营经济始终是重要支撑力量。江苏
超过五成的GDP、六成的税收、七成的
企业研发投入和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八
成的新增就业岗位、九成的高新技术产
值来自民营经济。在政策东风的助力
下，民营企业持续激活创新基因和发展
潜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
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去年江苏民营经济增加值7.98万亿元，占GDP比重近60%——

这片热土何以持续澎湃春潮

近日，随着安徽蚌埠发布2024年全年经济数据，至此
长三角地区41城2024年主要经济指标均已发布。

几年前，蚌埠曾是长三角唯一负增长的城市，而在
2024 年蚌埠经济增速达 5.2%，超过 5.0%的全国增速水
平。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要知道2021年蚌
埠经济发展失速，重要原因正是当地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
下降了13.5%。再看2024年经济数据，长三角41城中，经
济增速最靠后的是淮北，依旧有4%。

2024年，还有不少可喜的新变化：从区域经济层面来
看，长三角经济占全国比重进一步提升；若聚焦具体城市，
从全国范围来看，宁波GDP实现了对天津的超越，从长三
角区域内来看，温州与徐州再次上演“超越与反超越”的戏
码，2025年有望携手迈入GDP万亿城市俱乐部。不妨一起
看看这份2024年长三角经济成绩单。

2024年，沪苏浙皖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上海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53926.71亿元，江苏GDP达到 13.7万亿元，浙江
GDP为9.01万亿元，安徽GDP达50625亿元，长三角地区生
产总值总量突破33万亿元，占全国GDP（约134.9万亿元）比
重约24.58%，相比2023年占全国比重约24.4%，有所上升。

事实上，在全国占比提升的背后，是沪苏浙皖经济增
速的强劲——2024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经济增速均达到或
超过全国 5.0%的水平，其中，江苏、安徽比上年均增长
5.8%，浙江比上年增长5.5%，上海同比增长5%。值得关注
的是，如此体量的江苏，依旧保持着经济高速增长，并实现
经济增量全国第一。由此，江苏不仅在全国省域经济中仅
次于广东，稳居第二，同时进一步缩小了与广东的差距。
坐拥13座设区市的江苏，还率先实现了“城均万亿GDP”。

长三角强手如林，在全国27座万亿城市中，长三角独
占 9 席，占比 1/3。同时，长三角还有两座“准万亿城
市”——浙江温州、江苏徐州，2024年，温州GDP为9719亿
元，增速达6.3%，徐州GDP达9537.12亿元，同比增长6.4%，
今年有望双双进入万亿俱乐部。

透过温州与徐州，还能看到“超越与反超越”的戏码，
背后是长三角城市间的你追我赶。梳理近两年数据可以
发现，2023年，徐州GDP领先温州约170亿元。2024年第
一季度和上半年，温州GDP反超徐州，差距从第一季度约7
亿元，拉开至上半年的约70亿元；不过2024年前三季度，
徐州、温州GDP总量分别达6899.37亿元、6732亿元，徐州再次反超。在2024年
全年，温州又一次超越徐州，挤进长三角前十。

2025年，两地你追我赶的情况有望持续，不过两地新年目标却极为一致：徐
州明确“十四五”迈入万亿级城市，温州则明确到“十四五”末，实现万亿级地区
生产总值、千万级人口，打造“双万”城市。

2024年，浙江内陆城市金华则成了一匹“黑马”，一年间GDP暴增914亿元，
达6925.5亿元，出乎意料地反超了浙江民营经济大市台州，同期台州GDP为
6656.4亿元。而在去年上半年，台州还以3058.2亿元的GDP，领先金华超110亿
元。半年间，金华发生了什么？其中义乌自然是最大变量。数据显示，2024
年，义乌GDP达2503.5亿元，比上一年增长超447亿元，其增量占金华全市比重
近一半。一方面，在金华本土品牌零跑汽车带动下，当地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
部件产业链产值首破千亿元，达1168亿元，同比增长32.7%；另一方面，2024年，
金华市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8794.9亿元，同比增长14.3%，其中义乌出口总额达
5889.6亿元，同比增长17.7%。

长三角城市间你追我赶的良性竞争，正是国家对于长三角的期待，以及长
三角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底气所在。 「来源：2月26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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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意见》，这
是浙江首次出台有关涉企行政执法的行
政规范性文件。自2022年1月浙江成为
全国唯一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
革国家试点以来，“综合查一次”等创新
举措广受企业好评，成为具有浙江特色
的行政执法领域改革亮点。

系统全面规范检查行为

近年来，国家层面多次强调要规范
涉企执法，改进执法行为，降低企业负
担，提高执法透明度和规范化水平，为企
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在《实施意见》出台前，针对检查乱
象，浙江已在探索创新解法：开展“综合
查一次”改革。在前期的国家试点中，
几个部门拿着一张清单开展“综合查一
次”，检查效率提高的同时，还能对跨领
域、跨部门的疑难杂症现场沟通解决，
起到了很好效果。

以基层过去难处理的偷倒淤泥为
例，不论淤泥来自建筑垃圾、医疗废物
还是危化品等，不论原来是谁的“责任
田”，现在都以“一支队伍”出动。2024
年，浙江“综合查一次”实施率49.8%，
减少检查扰企39.8万户次。

在完善行政检查事项体系方面，浙
江加大检查事项精简力度，并不断加快

规则标准细化完善，2024年取消重复
设定事项452项，整合归并内容相近事
项490项，全省检查事项不断减少。

但仍有部分企业反映，刚执行完前
一个检查组的要求，后一个检查组又提
出了新要求，有的要求还互相不一致，
让人摸不着头脑。

防止标准“打架”，是此次新规关注
的重点。

《实施意见》规定，省市两级要细化
制定常用事项检查标准，不同行业、不
同领域行政检查标准不一致、不衔接
的，要开展评估论证、协商解决，同时鼓
励跨部门、跨区域联合发布检查标准。

原则上，同一行政执法主体对同一
企业实施现场检查的频次，一年不超过
两次。

查少了，会不会增加风险隐患？
坚持“管住风险、无事不扰”，《实施

意见》对行政检查的精准性也提出更高
要求，要求严格落实权责清单制度，动态
调整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并向社会公布。

促进高效科学执法

以往的行政检查，大多依靠现场检
查的方式进行，对企业或多或少有影响。

《实施意见》要求，大力推广远程监
管、移动监管、线上监管等非现场检查，
推进行政执法数字应用更加智能智慧。

在“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
实施后，浙江不断推进“计划查”“非现
场查”“亮码查”机制，重构了行政执法
过程，推动改革不断深入，确保“该管的
管到位，不该管的不打扰”。

此次新规，也要求全面推行行政检
查、行政处罚赋予“行政行为码”。

“行政行为码”，就是执法人员执行
任务后，自动生成的一个二维码。执法
人员现场检查时，通过“亮码”表明身
份，使检查活动线上留痕。检查对象通
过扫码，知晓此次检查的任务名称以及
谁来查、查什么、有什么问题等内容，及
时了解对应的执法事项信息。

《实施意见》还指出，要对企业开展
“预约式”指导服务，检查计划、任务方
案，要求在部门内、部门间、层级间能合
并的合并、能联合的联合。

推动企业满意度提升

涉企行政检查，一头连着政府，一
头连着企业，直接关系经营主体、人民
群众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信心。

《实施意见》提出了一个“总目标”：
到2027年，“综合查一次”机制更加健
全，部门、层级、领域年度联合检查实施
率力争达到80%以上，非现场检查占比
逐年提高，现场检查总量持续下降，行
政检查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治理，企业和

群众对执法满意度不断提升，省域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好不好，经营主体和人民
群众的“体感”是重要的衡量标尺。

《实施意见》也进一步畅通了企业、
群众监督行政检查的渠道。对此前存
在的“多头管、三不管”问题，《实施意
见》明确要求，全面监督多头重复低效
检查、未“亮码检查”、擅自开展专项检
查、超上限或明显超过合理频次实施检
查等突出问题，并提出建立行政执法企
业观察点，通过政务服务网等，收集企
业对行政检查的意见建议，拓宽企业反
映问题线索渠道。

「来源：2月26日《浙江日报》」

■ 编后

近年来，浙江省严格规范涉企行政
检查，通过“一支队伍管执法”和多个部
门“综合查一次”等创新举措，既保证了
行政执法到位，又减轻了企业负担。此
次出台的《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
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对涉企行政检查
提出新要求，明确了查什么、去查谁、谁
来查和怎么查等方面的问题。浙江省
的涉企行政检查工作模式具有很强的
可复制可推广潜力，希望能在安庆有关
地区和部门实现推广应用，更好服务经
济高质量发展。

浙江首次出台实施意见严格规范涉企检查

风险管得住 无事不打扰

“写一篇关于申威平台完成
DeepSeek 适 配 的 报 道 。” 眨 眼
间，一篇关于申威平台与 Deep-
Seek共同打造国产AI新生态的文
稿就出现在屏幕上，从技术细
节、应用场景、未来计划等各个
方面阐述中国计算机领域两大重
要力量强强联手的详情。利用
DeepSeek写作已谈不上新奇，与
众不同的是，这一对话是在无外
网连接的情况下完成的。支持这
一任务的正是新近完成DeepSeek
本地化部署的申威人工智能服务
器，也是国内首台实现DeepSeek
部署的全国产化一体机。

申威团队正致力在锡开拓从
芯片到智能算力建设再到解决方
案的全链条产业建设。位于申威
信创产业园展厅内的一台内置
DeepSeek大模型的一体机，就是
团队的最新成果。

“从芯片到系统再到应用软
件，这台一体机实现了100%国产
化。”参与该项目的研发人员岳晨
阳告诉记者，近日，申威智能平
台成功完成与DeepSeek大模型的
深度适配，双方团队采用了包括
优化算法、提高资源利用率等创
新技术，显著提升了计算效率。
数据显示，相比适配前，系统的
计算速度提升了30%以上，资源
利用率提高了约20%，用户可以
更加便捷地调用DeepSeek大模型
的强大能力。

更重要的是，申威智能平台与
DeepSeek的成功适配，是国产软
硬件生态协同发展的一项典范之
作。这不仅有助于打破国外技术垄
断、保障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安全，
也将为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提供更加
优质、可靠的基础设施支持。

「来源：2月25日《无锡日报》」

首台部署DeepSeek
全国产化一体机在无锡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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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2024年度浙江省宁
波市鄞州区经济风云榜颁奖典礼举
行，68家企业喜捧“大力神鼎”“大力
鼎”。捧鼎企业中，民企占比94%，
年营业收入均值达65.36亿元。

专心致志做强做优做大企
业。2021年，中基宁波集团营收首
超千亿元，2024 年营收达 1416 亿
元，连续四年营收稳定在千亿级，
助力宁波大踏步“晋级”，成为继深
圳、上海之后的第三座“民营外贸
万亿之城”。如今，以全省首批民
营经济总部集聚高地为支点，鄞州
民企正加速全球化布局：乐歌公司
等4家企业上榜浙江本土民营跨国
公司“领航企业”名单。去年，鄞州
外贸进出口总额达3028.1亿元，同

比增长12.7%。
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加强自

主创新。去年，奥克斯集团实现营
收902亿元，累计孵化4家高新技
术企业；中哲集团持续发力新能源
板块，去年营收逾375亿元，同比增
长10%……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
鄞州民企“干”字为要、开疆拓土，
将“鄞州制造”推向世界舞台。

鄞州现有企业逾10万家，其中
民营经济主体占比超95%。鄞州
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达
到25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
到83家，数量居浙江省各县（市、
区）前列。无一例外，这些企业都
是民企。

「来源：2月26日《宁波日报》」

宁波市鄞州区
民企“大块头”韧性强

2月25日，浙江凯乐士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对侧叉
式移动机器人进行组装测试。

近年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在优
化营商环境方面持续发力，通过打造区
镇两级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和特色化服
务驿站、建立涉企问题诉求高效解决通
道、举办“亲清直通车·政企恳谈会”、建
立“浙商纠纷化解在线”线上平台、上门
送惠企政策等举措，精准高效解决企业
诉求，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厚植沃土
育“繁花”

新闻快览长三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