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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及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市统计局、市市监局、市标准化院、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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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评价对象与周期、指标体系、评价指标描述与计算方法、指标权

重确定、数据采集与评价分析。 

本文件适用于温州市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评价对象与周期 

4.1 评价对象 

对全市和 12 个县（市、区）的民营企业实施分类评价。 

注：根据浙江省统计局对民营企业筛选认定条件，在国家统计局一套表中，表号为601表的调查单位基本情况表下

第206栏企业控股情况指标，除去国有控股、港澳台商控股、外商控股之外的企业。 

4.2 评价周期 

宜一年评价一次。 

5 指标体系 

5.1 综合运用调查研究、文献资料查阅、专家咨询、归纳演绎等定性分析法和统计学相关定量分析法，

经过定性设计、初步筛选、定量筛选、检验反馈（包括试算）四个阶段，最终筛选确定。 

5.2 指标体系由 5个一级指标和 35个二级指标组成，指标体系框架见图 1。一级指标包括经济活力、

质效提升、创新驱动、结构优化、底线能力，每类一级指标分别由若干二级指标组成。 

5.3 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表中给出的各指标权重作为指导性参考。各县（市、区）民营企业健康发

展的评价宜结合当地发展规划、实际水平和工作重点设置差异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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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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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评价体系框架 

表 1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指标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量单位 

权重 

（指导性） 

备注 

一、经济活力

（8 项，25 

分） 

（1）民营经济增加值增长率 % 4 正向指标 

（2）新登记注册私营企业和个 体户数增长率 % 3.5 正向指标 

（3）民营上市公司数量增长率 % 3 正向指标 

（4）民营企业贷款余额占银行 贷款余额比重 % 3.5 正向指标 

（5）新增民营制造业用地占总供地比重 % 3.5 正向指标 

（6）小微园区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 % 2.5 正向指标 

★（7）民间投资增长率 % 2 正向指标 

（8）地方财政对民营经济发展 支出的比重 % 3 正向指标 

二、质效提升

（8 项，23 

分） 

（9）民营经济税收占全部税收 比重 % 3.5 正向指标 

（10）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 % 3.5 正向指标 

（11）民营工业企业亩均增加值 万元 2.5 正向指标 

（12）民营规上工业企业劳动生 产率 万元/ 人 3.5 正向指标 

（13）新增民营龙头骨干企业个 数 个 2 正向指标 

★（14）现有公司制（财务管理规 范化）民营企业数量的占比 % 2 正向指标 

（15）民营工业技改投资增长率 % 3.5 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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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量单位 

权重 

（指导性） 

备注 

（16）民营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点 2.5 正向指标 

三、创新驱动

（8 项，23 

分） 

（17）民营规上工业企业研发费 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 3.5 正向指标 

（18）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 型中小企业新增数 个 3 正向指标 

（19）民营企业自主品牌拥有量 个 2 正向指标 

（20）民营企业研发机构设置率 % 3 正向指标 

（21）城镇私营单位期末从业人 员中的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人

员比重 

% 2.5 正向指标 

（22）当年完成职业教育培训人数（民营经济) 人 3 正向指标 

（23）高技能人才新增人数 人 2.5 正向指标 

（24）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满意度 % 3.5 正向指标 

四、结构优化

（6 项，16 

分） 

（25）民营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民营规上工业比重 % 3 正向指标 

（26）民营现代（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3 正向指标 

（27）民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 3 正向指标 

（28）民营规上智能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 % 2.5 正向指标 

（29）民营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占比 % 2.5 正向指标 

（30）省市级特色小镇民间投资占比 

% 2 

正向指标 

五、底线能力

（5 项，13 

分） 

（31）单位 GDP 能耗降低率 % 3.5 正向指标 

（32）民营企业资产负债率（逆向指标） % 3 逆向指标 

★（33）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逆向指标） % 2.5 逆向指标 

★（34）民营企业公共信用评价良好以上企业占比 % 2 正向指标 

★（35）民营经济亿元增加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逆向指标） 人/亿 元 2 逆向指标 

6 评价指标描述与计算方法 

6.1 经济活力 

6.1.1 民营经济增加值增长率 

反映民营经济整体发展态势。计算方法： 

民营经济增加值增长率 =
当年民营经济增加值

上年民营经济增加值

× 100% − 1 

6.1.2 新登记注册私营企业和个体户数增长率 

年内新增私营企业和个体户数量的增长情况,并考虑新增注册市场主体中登记为股份制企业、有限

责任公司等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的比重。计算方法： 

新登记注册私营企业、个体户数增长率 =
年内新登记注册私营企业、个体户数量

上年新登记注册私营企业、个体户数量

× 100% − 1 

6.1.3 民营上市公司数量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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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新增民营上市公司数量，包括主板（境内外）、创业板、新三板、科创板等民营上市公司数量

的增长情况。计算方法： 

年内民营上市公司数量增长率 = 上年民营上市公司数量 × 100% − 1 

6.1.4 民营企业贷款余额占银行贷款余额比重 

反映一个地区民营经济获得银行贷款支持力度情况。计算方法： 

民营经济贷款余额占银行贷款余额比重 =
民营经济贷款余额

银行贷款余额

× 100% 

6.1.5 新增民营制造业用地占总供地比重 

当年总供地中民营制造业用地的占比。(其中：文成县、泰顺县和洞头区为当年总供地中民营制造

业和服务业用地的占比)。计算方法： 

新增民营制造业用地占总供地比重 =
当年民营制造业用地

总供地

× 100% 

6.1.6 小微园区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 

当年小微企业园区内所有企业销售收入的增长情况，反映小微企业质效提升专项行动成效。计算方

法： 

小微园区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 =
当年小微企业园区内所有企业销售收入

上年小微企业园区内所有企业销售收入

× 100% − 1 

6.1.7 民间投资增长率 

民间投资的增长情况，反映民间投资的活跃程度。计算方法： 

民间投资增长率 =
当年民间投资额

上年民间投资额

× 100% − 1 

6.1.8 地方财政对民营经济发展支出的比重 

当年地方财政对民营经济发展相关奖励、扶持资金支出占一般预算公共支出的比重。计算方法： 

地方财政对民营经济发展支出的比重 =
地方财政对民营经济发展支出

财政总支出

× 100% 

6.2 质效提升 

6.2.1 民营经济税收占全部税收比重 

民营经济税收收入与全部税收收入的比值。计算方法： 

民营经济税收占全部税收比重 =
民营经济税收

全部税收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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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 

反映民营“四上”企业生产经营盈利能力，以工业、批零住餐业、服务业、建筑业分别占占50%、

25%、15%、10%进行加权合计。计算方法： 

民营“四上”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 =
利润总额

营业收入

× 100% 

6.2.3 民营工业企业亩均增加值 

反映一个地区民营工业用地产出贡献效率。计算方法： 

民营工业企业亩均增加值 =
民营规上工业企业增加值

用地面积

 

6.2.4 民营规上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 

一定时期内平均每一个从业人员创造的生产活动最终成果。计算方法： 

民营企业规上工业劳动生产率 =
民营企业规上工业增加值

民营规上工业企业年平均从业人员数

 

6.2.5 新增民营龙头骨干企业个数 

当年新增龙头骨干企业个数，反映当地“四上”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情况，建议市直相关部门参照市

经信局做法，建立相应统计制度，以企业总量和增速设置相应标准进行认定。 

6.2.6 现有公司制（财务管理规范化）民营企业数量的占比 

公司制民营企业数量占全部民营企业的比重，反映一个地区市场主体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财务等管

理水平，也反映市场主体的发展质量。计算方法： 

现有公司制民营企业数量在企业中的占比 =
现有公司制民营企业数量

全部民营企业数量

× 100% 

6.2.7 民营工业技改投资增长率 

民营工业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及生产服务等进行改造

提升的投资额增长情况。计算方法： 

民营工业技改投资增长率 =
当年民营工业技改投资额

上年民营工业技改投资额

× 100% − 1 

6.2.8 民营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反映地区民营企业信息经济技术驱动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因当年该指数公布较迟，可用上年发展

指数替代。 

6.3 创新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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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民营规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民营企业在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等的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计算方法： 

民营规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
当年民营规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

年民营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 100% 

6.3.2 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新增数 

年内新增认定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数。 

6.3.3 民营企业自主品牌拥有量 

年内新增的民营企业拥有自主品牌数量及年内新增自主品牌数量。 

6.3.4 民营企业研发机构设置率 

当年民营规上工业企业设置研发机构比例。计算方法： 

民营企业研发机构设置率 =
设立研发机构的民营规上工业企业数

民营规上工业企业数

× 100% 

6.3.5 城镇私营单位期末从业人员中的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员比重 

反映民营企业高学历人才资源状况。城镇单位私营单位包括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

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

业法人单位以内的全部私营法人单位和100人及以上的规模以下私营法人单位。 

6.3.6 当年完成职业教育培训人数（民营经济) 

当年各类职业院校、校企一体化培育机构和社会职业培训机构等完成职业教育培训人员中前往民营

企业从业的人数。 

6.3.7 高技能人才新增人数 

高级工以上国家职业资格的技能人才，在校从事技能学习毕业或实际工作中从事技能岗位工作，具

有相应技能水平的人员可纳入统计范围。反映全市技能型人才培养与引进成效。 

6.3.8 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满意度 

市第三方评估机构根据要求，分别对全市和各县（市、区）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满意度开展专项评估

调查，收集全市和各县（市、区）民营企业对营商环境满意度的评价数据。 

6.4 结构优化 

6.4.1 民营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民营规上工业比重 

反映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状况和工业转型升级的成果。计算方法： 

民营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民营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
民营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民营规上工业增加值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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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民营现代（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反映民营先进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计算方法： 

民营现代（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比重

=
民营现代（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

GDP总量

× 100% 

6.4.3 民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反映我市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实施成效。计算方法： 

民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
当年民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上年民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 100% − 1 

6.4.4 民营规上智能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 

反映我市民营企业在先进制造技术、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集成和深度融合等方面的发展成效（目

前，尚未建立智能装备统计分类目录，故采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口径进行计算）。计

算方法： 

民营规上智能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 =
当年民营规上智能制造业增加值

上年民营规上智能制造业增加值

× 100% − 1 

6.4.5 民营企业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占比 

民营企业自主品牌产品出口总额占民营企业出口产品总额的比重。 

6.4.6 省市级特色小镇民间投资占比 

省、市级特色小镇（创建小镇、培育小镇）四至范围内，本年民间投资完成额占本年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额（不包括商品住宅和商业综合体项目投资额）的比重。计算方法： 

省、市级特色小镇民间投资占比 =
本年民间投资完成额

本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 100% 

6.5 底线能力 

6.5.1 单位 GDP 能耗降低率 

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创造）一个计量单位（通常为万元）的GDP所使用的能源降低情况。计算方

法： 

单位GDP能耗 =
全社会能耗（吨标准煤）

全社会GDP（万元）

 

6.5.2 民营企业资产负债率（逆向指标） 

反映民营“四上”企业的偿债能力情况。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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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资产负债率 =
民营“四上”企业负债合计

民营“四上”企业资产总计

× 100% 

6.5.3 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逆向指标） 

反映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质量。计算方法： 

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 =
不良贷款余额

各项贷款余额

× 100% 

6.5.4 民营企业公共信用评价良好以上企业占比 

反映民营企业公共信用状况。计算方法： 

民营企业公共信用评价良好以上企业占比 =
民营企业公共信用评价为优秀和良好的企业

信用评价民营企业总量

× 100% 

6.5.5 民营经济亿元增加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逆向指标）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与民营经济增加值之比。计算方法： 

民营经济亿元增加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
民营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

民营经济增加值

 

7 指标权重确定 

采用专家调查法（Delphi法）、相邻指标比较法等赋权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评

价指标体系的经济活力、质效提升、创新驱动、结构优化、底线能力5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分值（指导性）

分别为25分、23分、23分、16分和13分，总分值为100分。评价实施过程中，如确需调整，可动态修订

指标权重。 

8 数据采集 

各数据来源单位宜每季度向市统计部门提供全市和12个县（市、区）相关指标数据，并对指标数据

质量负总责。无法提供季度数据的，应一年提供1次。针对个别创新性指标，各数据来源单位制定相应

统计方法进行监测统计。 

9 评价方法 

9.1 指标无量纲处理 

采用相对标准化法（即实际值/目标值）对所有指标进行同质化转换，即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9.2 目标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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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资料参考法，按照温州市民营经济发展总体目标，参考浙江省及温州市历年相关指标发展目标

等文献资料，再经相关领域专家打分（Delphi法）对所有评价指标分别设置目标值，目标值每五年调

整一次。 

9.3 指数计算 

采用综合指数法，通过建立数学计算模型来合成综合指数。具体方法是采用直接对标准化后的指 

标进行加权算术平均得出综合指数及各维度指数。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个体指数： 
� =
�

�
× �� 

   各维度指数：�� =
∑ ����

∑ ����

× 100        (j = 1,2, ⋯ ⋯ ,5) 

市级健康发展总指数： H = ∑ 
�
!"
�#$  

其中： 


�——全市第 i 个指标的得分； 

&�——全市第 i 个指标的实际值； 

'�——全市第 i 个指标的目标值； 

��——第 i 个指标的权数； 

��——全市第 j 个维度的指数； 

(�——第 j 个维度的指标数量； 

H——指全市健康发展总指数。 

个体指标完成或超过目标值，则个体指数取权重分值，即为满分，逆向指标反向处理。 

9.4 评价结果 

评价指数等级划分为五个等级，90-100分为非常健康，80-90分为健康，70-80分为基本健康，60-70

分为亚健康，60分以下为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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