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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召开2023年第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于军介绍，《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
已一年，截至2022年底，全国登记在册市场主体1.69亿户，较2021年底增长10.03
%。其中企业5282.6万户，个体工商户1.1亿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23.6万户。另据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1月份，我国市场主体达1.7亿户。

“近几年，特别是疫情前，我国市场主体规模快速扩大，主要得益于近年来我国政
府大力支持‘双创’、持续‘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淑萍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标世行评估指
标和国际先进，我国在全球营商环境的排名已由2013年的96位上升至2019年的31
位。在企业开办指标上进步最快，各地通过降低注册门槛、简化开办手续、实行承
诺制、“证照分离”、“一网通办”等措施，大大便利了开办企业，给更多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创新创业带来了机会。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迟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是近几年
“放管服”改革政策对扩大市场主体规模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疫情期间，税费
延交缓交免交以及给企业的补助都实实在在帮助到了经营有困难的企业。

展望未来，优化营商环境更要强调公平。

马淑萍近期在对民营企业的调研中就发现了一些营商环境方面不利于企业发展的问
题。一是市场竞争仍不公平。民营企业普遍反映政府采购和招投标项目基本给央企
和国企。有资质的民企过去可以直接承揽项目，现在只能通过央企国企层层分包才
能拿到项目，造成民营企业收益大幅下降。二是获取要素资源依然不公平。最突出
的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很多中小企业贷款只能靠企业家的房产抵押贷款，全家还要
承担无限责任。土地、创新补贴等政策优先国有企业等。三是一些地方政府和央企
国企拖欠账款严重，建设工程项目拖欠情况最严重。企业普遍反映近年来应收账款
大幅增加，央企和国企大量使用承兑汇票，造成企业资金严重紧张。有的大企业利
用优势地位恶意拖欠，通过不签合同、不验收等方式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有企业反
映工程完工3年了账款还没有结清。 

针对上述问题，马淑萍提出三项建议，一是政府采购和招投标对待民企要公平。鼓
励地方政府通过采购和招投标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引导国有企业向关乎
国计民生领域投资，进一步规范投资管理，减少不必要的承包层级。二是健全我国
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发挥再担保机构作用，优化问责机制，让更多商业银行敢贷
真贷，对优质企业实行长期贷款。三是建立清欠长效机制。在继续清理清欠专项行
动的同时，研究市场化法治化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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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继续以市场为导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和边界，尤其是在执行的过程中
，尽量避免偏差。同时，政府在加强管理的过程中要重视数字化和信息化，提高管
理的技术支持能力。”胡迟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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