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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国发展改革工作会议昨天刚刚结束，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召开全固中小企业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
要任务是：进一步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
同发展改革工作会议部署，总结交流工作情况，分析当前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情况
、新特点，研究部署明年工作，推动中小企业实现又好义快发展。
刚才，六个省市的中小企业局局长结合本地工作，介绍了情况，交流了做法，提出了建议，讲得很好
，对大家很有启发。
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过去5年来的成就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卜七大报告上指出，自党的卜六大以来的5年，是我国改革
开放和伞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的5年。
一是我同综合同力有了显著提高。
2003～2006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平均每年增加22 600多亿元，扣除价格因素，2006年GDP总
量是1978年的13.3倍。
改革开放以米，GDP年均增长9.7％，2003～2006年年均增长达到了10.4％，高出世界同期平均增长5.5
个百分点。
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10位，2000年上升到第6位，排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之
后，2005年超过了法国和英国，上升到世界排名第4位。
二是在全球经济中地位显著提高。
197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排在世界第27位，1990年上升到16位，2000年上升到第8位，2001年
上升到第6位，2002年上升到第5位，2003年上升到第4位，2004年超过了日本，上升到第3位，排在美国
和德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
2005年和2006年，我国继续稳居世界第3位。
三是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1981～1988年，我国人均GDP在300美元以下；1989～1994年，上升到300～500美元；1998年，突破
了800美元；2001年，又突破了1 000美元；2006年，又突破了2 000美冗。
按照世界银行人均国民收入计算，1998年我同排在世界第145位，到2006年上升到12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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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中小企业年鉴（2008）》（以下简称《年鉴》）收录内容为200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相
关文献、资料，记述了这一阶段我国中小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事件和取得的主要成就。
《年鉴》收录范围为除香港、澳门、台湾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市以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的相关资料。
各地相关资料按最新发布的全国行政区划顺序编排。
《年鉴》以工具书形式编排，分成重要文献、综述、国家扶持中小企业政策与措施、各省市中小企业
改革与发展、中小企业统计资料、政策法规、调研与实践、附录等八篇。
2007年中小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由国家统计局特别提供，包括香港、澳门、台湾之外的全国规模以上中
小工业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
地方统计数据由各地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协助提供。
附录中“年度推荐企业”由各地中小企业管理部门推荐，是宣传展示优秀中小企业的公益性平台。
2008年9月，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司和青海省经委中小企业局的大力支持下，编委会在西宁市召
开了工作会议。
各省市参会代表认真讨论了《年鉴》编辑大纲，提出了许多重要修改意见和建议，对提高《年鉴》的
质量和水平做出了积极贡献。
《年鉴》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领导的重视，得到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司的大力
支持，也得到各省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和服务机构的大力配合与支持。
稿件质量的提高使《中国中小企业年鉴(2008)》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和宣传各省市中小企业的工作情
况和取得的成就。
在此，我们向支持、参与《中国中小企业年鉴(2008)》工作的所有同志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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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 促进中小企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在2007年全国中小企业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欧新黔第一篇 重要文献一、中央领导关于中小企业工作的
讲话及论述在亚欧会议中小企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吴 
仪在首届中国专利周全国中小企业专利技术产业化投融资对接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 顾秀莲发展民营科技企业将解决两大发展难题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 黄孟复落实科
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2007中国(重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
”上的讲话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 黄孟复在“2007中国(重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上
的演讲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 张榕明二、部委领导讲话及论述合力推进中小企业加快发
展——在全国中小企业融资工作高层研讨会上的讲话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侯云春在中小企业创新与
发展成果展览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马 凯推动中小企业以创新促发展全面落
实科学发展观——在全国中小企业创新与发展成果展览会动员会上的讲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
任 欧新黔落实科学发展观 提高中小企业对外开放水平——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暨中日
中小企业博览会筹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欧新黔在中小企业信息化推进
工程暨百万企业信息化培训信息发布会上的讲话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欧新黔改善中小企业
融资的政策环境共促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全国中小企业融资工作高层研讨会上的讲话 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欧新黔充分发挥科技作用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欧
新黔提高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在亚欧会议中小企业部长级会议上的发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副主任 欧新黔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社会服务体系——在亚欧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的发言 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副主任 欧新黔发展产业集群振兴区域经济——在亚欧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的发言 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欧新黔在“2007中国(重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上的演讲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副主任 欧新黔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 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全国中小企业
融资工作高层研讨会上的讲话 财政部副部长 张弘力努力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在全
国中小企业融资工作高层研讨会上的讲话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王 力解放思想 深化改革 全面推进小企
业融资工作——在全国中小企业融资工作高层研讨会上的讲话 银监会主席 刘明康三、省市领导讲话
在吉林省促进民营经济腾飞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吉林省委书记 王 珉在吉林省促进民营经济腾飞动员大
会上的讲话 吉林省省长 韩长赋在江西省非公有制经济工作暨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
大会上的讲话 江西省副省长 孙 刚在山东省中小企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 王军民
在河南省民营企业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河南省委书记 徐光春在河南省民营企业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河南
省副省长 史济春在湖南省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湖南省委书记 张春贤在湖南省加快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湖南省省长 周 强依法促进贵州省中小企业发展——在纪念《中小
企业促进法》颁布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贵州省副省长 孙国强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情况的通报 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 郝林海新疆中小企业发展的回眸与展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
副主席 自治区经贸委党组书记、主任 王永明第二篇 综述五年来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工作情况
与2008年工作重点2007年中小型工业企业发展状况分析第三篇 国家扶持中小企业政策与措施2007年银
河培训工程工作总结2007年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中小企业情况2007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情况2007年全国
担保行业报告2006-2007年度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工作综述2007年中小企业对外合作与市场开拓情况第四
篇 各地中小企业改革与发展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上海市江
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
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连市宁波市厦门
市青岛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篇 中小企业统计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指标(2007)各行业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主要指标(2007)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工业企业主要指标分类型完成情况2007年内蒙古
自治区中小工业主要指标分地区完成情况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工业企业主要指标分行业完成情
况2007年辽宁省民营经济主要指标统计(分地区)2007年辽宁省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主要指标统计(分行
业)2007年吉林省民营经济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2007年上海市中小企业情况2007年上海市中型法人企
业情况2007年上海市小型法人企业情况2007年浙江省乡镇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一览表2007年浙江省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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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主要行业发展情况一览表⋯⋯第六篇 政策法规第七篇 调研与实践第八篇 附录年度推荐企业中小
企业金融服务案例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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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五是增加居民收入。
2007年全省民营经济累计提供劳动者报酬1183.8亿元，比上年同比增长16％，职工人均工资收入达8
237.5元，比上年增加了近858.8元。
（五）产业结构得到改善2007年以来，全省民营经济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
级，一批制造业企业装备水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第二产业连续几年在新上和技改项目的拉动下，综合实力显著提高，2007年全省民营经济第一、二、
三产业的比重为0.09：75.5：23.6，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较上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全部民营经济增量
的81％来自第二产业。
建筑业在房地产行业高速增长和大量工业在建项目的直接拉动下，增加值同比增长38.5％。
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5％，传统服务业依然是三产的主体，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业、住
宿和餐饮业占三产增加值的84.8％。
国家对房地产业加大了调控力度，对规范市场取得明显效果，2007年房地产企业减少1377家，但税金
增长61.5％，比上年提高了42个百分点。
三、民营经济发展呈现四大亮点一是自主创新能力增强。
重点产业集群技术平台带动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
如邯郸市永年县标准件产业建立的新产品研发中心、原材料改制中心、热处理中心和表面处理中心为
提升产品品质奠定了基础。
目前全省民营企业研发机构达到1226个，推进了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如秦皇岛市96家民营企业的高
新技术产品占到全市总量的97.4％，海湾公司中标北京奥运村工程消防设备及地铁首部机场线项目。
截至目前，全省民营企业拥有中国驰名商标20项，占河北省总量的54.1％，比上年提高了4.1个百分点
；中国名牌产品达28个，占河北省总数的54.9％，比上年提高了10.5个百分点；河北省著名商标累计
达706件，比上年增加了109件。
员工素质不断提高，大中专及技校文化程度的职工179.7万人，比上年增加了21.8万人，占新增从业人
员的40.2％；初中高级职称人数达49.3万人。
二是外贸出口步伐加快。
民营经济不断提高自身实力，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实施“走出去”战略，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通过
项目招商、对外交流、博览会、贸易洽谈等渠道，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提高了民营经济的外向度，外
贸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2007年，全省民营经济累计完成外贸出口额93.7亿美元，同比增长47.4％，占全省出口总值的55.1％，
比上年提高了4.6个百分点。
从出口方式看，企业自营出口不断增加，直接出口占出口交货值总额的70.6％以上。
从出口企业规模看，竞争实力不断增强，规模出口企业完成出口产品交货值占到总量的58.60A，。
从出口产品看，民营经济出口商品种类已涵盖了全省大部分出口商品，纺织服装、机电产品和畜产品
仍占主要份额，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加快。
利用外资增多，省外资金也纷纷涌入，为增加我省经济的外向度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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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中小企业年鉴(2008)》：中小企业，是经济腾飞的支柱；服务中小企业，是民生银行的发展战
略，是民生人全情投入的事业。
秉承“以客为尊·服务制胜”的理念同，民生银行专注于服务中小企业客户，提供全方位灵活高效的
中小企业金融服务。
心在一起，赢在一起，民生银行与您相知相伴、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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