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到一个整数关口，都是整装再出
发的重要时刻。

对浙江来说，不能仅仅追求表面数
字的华丽。浙江的人口和市场承载量
有限，经营主体的数量不可能永远增长
下去。

如何为广大经营主体创造更好的
生存发展土壤，让这 1000 万户经营主
体“青山常在”，才是永恒的课题。而更
好的营商环境，无疑是回答这道题的最
佳答案。

浙江一直是营商环境优等生，但对
标国际一流，部分指标仍有差距。

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新问题、新挑
战、新风险随时会来。一个确定性的营
商环境，才能让经营主体吃下定心丸，
勇敢地开门应对。

今年，浙江提出实施营商环境优
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瞄准“对标
国际一流，锚定国内最好”的目标定
位，全面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
眼下的浙江，正围绕“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三条主线，打造营商环
境最优省。

7 月 27 日，一场特别的比赛在太
湖之滨的湖州市长兴县举行。寻常
比赛比拼的是才艺技能，这场比赛考
验的却是选手对公平竞争审查的业
务能力。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指约束政府
的行为，确保今后政府出台的各种产
业、投资政策，都要以不破坏统一市场
和公平竞争为前提。

自 2016 年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以 来 ，浙 江 已 审 查 新 制 订 政 策 文 件
57054件，经审查修改或不予出台1280
件。2018 年以来，立案查处行政性垄
断案件 12 件，督促各地纠正行政性垄
断问题 373 个。目前浙江正在推进《浙
江省公平竞争审查办法》立法。据第三
方机构测评，目前我省公平竞争环境社
会满意率达 95.2%，比 2019 年提升 3.2
个百分点。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
则，奋力打造公平竞争政策全域实施领
跑省是我们的目标。”省市场监管局反
垄断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仍将
强化公平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完善公平
竞争政策实施机制，切实维护市场公平
竞争、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一部法
律的出台往往历时数年，对于新模式、
新经济、新业态层出不穷的浙江来说，
光等立法来帮助经营主体维护切身利
益是远远不够的。

为突破当前数据知识产权保护难
点，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会同省
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积极开展数据知识
产权制度改革，开发上线全国首个多跨
贯通的“浙江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平
台”，并制定出台全国首个数据知识产

权领域规范性文件《浙江省数据知识产
权登记办法（试行）》。截至8月3日，浙
江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平台共
受理登记申请 222
件，公示 39 件，登
记发证56件。

营商环境没有
最 优 ，只 有 更 优 。
随着改革的持续深
化落地，经营主体
发展史将不断续写
新传奇。

让“青山常在”让“青山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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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敢闯政府敢为，浙江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提升

千万经营主体诞生记
本报记者 全琳珉

民企敢闯政府敢为，浙江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提升

千万经营主体诞生记
本报记者 全琳珉

8 月 10 日上午，在浙江省市场监
管局办事大厅内，浙江华捷新能源运
营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崔健拿到了营
业执照，这是浙江省颁发的第 1000
万张营业执照。大厅内掌声雷动，浙
江经营主体总量达到1000万户，实现
历史性突破。

浙江企业登记管理恢复之后，浙
江用了 40 余年时间达成经营主体总
量破千万的成绩。

这是民企敢闯与政府敢为的生动
写照。正是一家家经营主体的坚韧奋
斗、一项项改革的持续推进、一项项帮
扶政策的精准落地，让广大经营主体
茁壮成长。

从 1 到 1000 万，经历了怎样的故
事？

在颁证仪式现场，记者看到一排
显眼的宣传展板，上面展示的是浙江
经营主体发展的重要节点。展板照片
或黑白，或彩色，诉说着一段段不断打
破壁垒、突破禁锢的故事——

1980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全
省工业企业进行全面复查，对各类企
业进行整顿，并核发营业执照，重新进
行登记管理；

1980 年 12 月，温州的章华妹领
取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1988 年 6 月，萧山市微型轴厂领
取浙江省首张私营企业营业执照⋯⋯

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截至目前，
浙江已拥有在册企业 350 万户，在册
个体工商户 645 万户，在册农民专业
合作社 4.48 万户。按照去年底浙江
常住人口总量计算，平均 7 个人当中
就有 1 个老板，每 19 个人就有一家
企业。

浙江不是全国第一个经营主体总
量破千万的省份。在这之前，已先后
有广东、山东、江苏、河南珠玉在前。

虽不是第一，却浙江味十足。
“从浙江1000万户经营主体的所

有制成分来看，民营经济的含量非常
高，这是浙江经济最大的特色优势。”
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省市场监管局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浙江个私经营主体达967万户，占
比 96.7%，其中私营企业达 322 万户，
占企业总量92.05%。

量不在多，在于精。这些个私经
营主体中，既不乏比肩跨国集团的大
企、强企，也不乏个体工商户。

在《财富》发布的 2023 年世界
500 强排行榜中，浙江有 8 家企业入
围。在《财富》发布的 2023 年中国上
市公司 500 强排行榜中，浙江有 47 家
企业入围。

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 2022 中国
民营企业 500 强榜单中，浙江有 107
家企业入围，连续24年居全国首位。

“大块头”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小
块头”活力不容小觑。

根据省市场监管局对 2023 年二
季度个体工商户发展状况进行的抽样
统计调查（25 个联络点，样本量 9.9 万
户），浙江个体工商户户均营收 16.82
万元，环比一季度上升4.34%，人均营
业收入（产值）8.63 万元，环比一季度
上 升 14.61% 。 户 均 吸 纳 就 业 人 数
1.95 人，整体带动就业约 1200 万人，
约占全省就业人口的30％。

随着各地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
级，浙江经营主体总量的结构也在不
断调整优化。

目前，全省一二三产业企业数量
比为 1.27∶24.86∶73.87，个体工商户
数量比为 2.7∶12.27∶85.04，“三二一”
产业结构稳固，服务业占比逐年上升。

分行业类别来看，以数字经济、
智能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迅速
发展，不断为我省经济发展和国际
竞 争 力 提 升 积 蓄 新 动 能 。 截 至 目
前，科技、信息两大行业经营主体总
量 与 去 年 7 月 底 相 比 分 别 增 长
19.1%、17.25%，在 19 大类行业中名
列前茅。

浙江第 1000 万户经营主体浙江
华捷新能源运营服务有限公司恰好就
是一家科技型企业，主要运营电动汽
车充电基础设施等业务，是大华股份
的二级子公司。

“近年来，我们切实感受到浙江的
创新氛围十分浓厚，政府对企业的创
新投入十分支持，这让我们对未来充
满信心。”崔健在现场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

1000万户里的
浙江特色

如果以百万为单位，把浙江 1000
万经营主体的成长史划分为十个阶段，
便能发现从 900 万到 1000 万这个阶段
的用时格外短：仅 12 个月。这也是史
上突破百万量级用时最短的。

但这 12 个月，刚好也是经济增长
面临重重挑战的时刻。今年以来，虽然
经济社会逐渐恢复常态化运行，复苏回
暖态势明显，但由于外部环境依然复杂
严峻，国内需求不足，经济运行面临新
的困难。在这种形势下，浙江何以刷新
破百万的新纪录？

“留得青山在”，是开启加速模式的
前提。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浙江
一直在千方百计保住经营主体，针对各
类经营主体的痛点难点，出台一系列政
策组合拳，用真金白银为经营主体增信
心、强活力。

嘉兴市秀洲区一家餐饮店的老板
管利英清楚地记得，2022 年 2 月开始，
因疫情反复，她的店铺多次关闭，资金
周转困难。正在发愁时，同年 5 月，浙
江出台首个个体工商户纾困政策《关
于扶持个体工商户纾困发展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提出
的“推动个体工商户信用贷款和首贷
户扩面增量”，正好解决了管利英的燃
眉之急。

如今一年多过去，管利英的餐饮
店早已依靠当时申请的贷款渡过难
关 ，如 今 营 业 额 已 恢 复 至 2019 年 水
平，贷款也已还清。“如果没有那笔贷
款，真不知道是否能熬过来。”管利英
感激地说。

刷新纪录的背后，更有浙江长年累
月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的加持。

企业开办，是企业生涯的开端，决
定着企业对当地营商环境的初步印
象。多年来，仅为企业开办这一件事，
浙江就使出了浑身解数。

2018 年以来，浙江主动对标世行
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率先开展全国企业
开办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全力构建“一
窗受理、一网通办、一次验证、一表填
报、一次领取、一日办结”模式，打造企
业开办“一站式”办理平台，推动企业设
立、公章刻制、发票申领、社保医保登
记、公积金缴存、银行预开户及代扣代
缴全流程“一件事”办理，全省企业开办
网办率达93%以上。

“原本以为要一个星期，结果只用
了两天半，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崔健
表示，以前就一直听说浙江的营商环境
很好，没想到会这么好。这下，公司更

加坚定了在浙江创业的信心。
这只是浙江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

一小部分。从开展公平竞争政策先行
先试，到探索平台经济监管创新实践，
再到创新柔性监管改革，浙江不断打造

“办事不用求人、办事依法依规、办事便
捷高效、办事暖心爽心”的营商环境品
牌。

“正是由于持之以恒持续发力，为浙
江营商环境的良好口碑添砖加瓦，市场
信心才得以在短期内迅速回升。”省市场
监管局登记注册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省市场监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以
来，全省新登记市场经营主体116.68万
户，同比增长 22.42%。仅县级市义乌，
今年新设市场经营主体就超过 16 万
户，同比增长 41.52%，最高峰时一天近
1600户。

千方百计保主体

浙江经营主体数量历史节点

浙江经营主体数量历史节点

1987年突破100万

2002年突破200万用时约15年

2011年突破300万用时约9年

2014年突破400万用时约3年

2016年突破500万用时约23个月

2018年突破600万用时约19个月

2019年突破700万用时约19个月

2020年突破800万用时约15个月

2022年突破900万用时约20个月

2023年突破1000万用时约12个月

浙江经营主体大事记

浙江华捷新能源运营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崔健领取的营业执照，是我省颁发的第1000万张营业执照。 本报记者 魏志阳 摄 省市场监管局办事大厅内，工作人员热情服务。 本报记者 魏志阳 摄

疫情期间，全省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为经营主体发放“两
直”补助。

省市场监管局供图

链接

1980年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全省工业企业进
行全面复查，对各类企业进行整顿，并核发
营业执照，重新进行登记管理。

1980年12月

温州章华妹领取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被称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乃
至全国首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1988年6月

萧山市微型轴厂领取浙江省首张私营企业营业执照。

1999年10月

省政府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省级政府部门审批制度改革
工作的通知》，全面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化审批程序。

2005年5月

省工商局举行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首发仪
式，全国首批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

2013年5月

浙江启动“个转企”工作，加快推动个体工商户提升发
展，鼓励引导其向现代企业转变，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2017年3月

省工商局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工商（市场监管）部门“最
多跑一次”改革的实施意见》。

2019年11月

省政府印发《浙江省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2021年4月

省 政 府 印 发《浙 江 省 小 微 企 业 三 年 成 长 计 划
（2021-2023年）的通知》，推动我省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

2023年7月

省委、省政府召开全国首个省级层面平台经济高质量
发展大会，出台《关于促进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全力促进网络经营主体健康发展。

资料来源：省市场监管局 浙报制图：陈仰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