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争当弄潮儿助力自贸港建设
——海南民企发展调研报告

（一）民营经济“量”“质”齐升

今年前三季度，我省新设立

民营经营主体117.99万户，占全

省新设立经营主体的98.8%；民营

经济税收收入839.57亿元，占全

省税收收入的80.2%；民营经济增

加值 3191.03 亿元，占全省同期

GDP的60.5%。

从“2022 海南民营企业 50

强”入选情况看，与前一年相

比，我省民企50强入围门槛大幅

提升，利润水平同比增长超两

成，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研发费

用明显增加，说明我省民营经济

企业规模的“量”、产业发展的

“质”、高质量发展的“能”正同

步增长。

这一过程中，我省涌现出一

批实绩显著、贡献突出，在行业

内拥有相当话语权的“明星”民

企。如：金盘科技接连获评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国家级

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实现

我省单项冠军零的突破；现代集

团近几年大力度布局航天产业，

见证并参与了海南首颗商业卫星

“文昌超算一号”发射成功，打造

的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已投入运营。

（二）集中分布在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是我省民营经营主

体分布最集中的产业，占比超

90%。具体到行业而言，以下领

域分布最为集中：批发和零售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

宿和餐饮业。

（三）科研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2023 海南省企业 100 强中，

研发投入排名前十的企业中有八

家为民企，均超亿元。我省民营

经济创新投入持续增长，创新能

力显著提升，在部分优势领域开

始进入技术前沿并加速突破。

如：飞行者科技解决无人机智能

控制系统“卡脖子”的问题，技

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葫芦娃药

业先后成立院士工作站、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海南省中药制剂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儿药南药联合

开发实验室，获得第21届中国专

利优秀奖等多项荣誉。

（四）外贸主体地位持续巩固

海南民企融入双循环新格

局，共建“一带一路”的热情持

续升温。据海口海关数据统计，

民企是海南对外货物贸易的最大

主体，全省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

中，超九成为民企。今年前三季

度，海南民营企业进出口932.4亿

元，同比增长37.3%，在同期全省

进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达到

54.4%，较去年同期提升了6.8个

百分点。如：澳斯卡粮油从加拿

大、巴西等多个国家，成吨进口

菜籽、大豆等生产原材料，截至

今年8月，该企业今年外贸总额已

突破16亿元；立昇净水业务范围

覆盖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俄

罗斯、菲律宾、意大利、柬埔寨

等国家。

（五）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事业

自 2021 年 9 月“万企兴万

村”海南行动启动以来，我省

民企通过产业、就业、消费、智

力和公益捐赠等多种渠道，在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展现海

南民企担当。截至目前，全省

今年已有 1145 家民营企业参加

“万企兴万村”海南行动，参与

“兴村项目”1649个，涉及“兴

村”1139 个、累计投入经营类

项目资金197.46亿元。如：海南

东方兆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自

2022年投身乡村振兴以来，累计

投资 2.1 亿元，创设就业岗位

400 余个，帮助 30 余个村集体

实现增收。

民营经济在海南自贸

港建设中保持蓬勃发展态

势。过去 5 年，我省新增经

营主体超过之前30年总和，

其中绝大多数为民营经营

主体，撑起全省经济“半壁

江山”。截至2023年10月，

我省实有经营主体350.7万

户，其中民营经营主体342.9

万户，占比达97.78%。

我省民营经营主体主

要由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组成，规模小、总量大。

分行业看，集中分布在第三

产业；分地区看，海口、三亚

等市县增速迅猛。

一、海南民企发展现状

（一）政策红利释放

自贸港的政策优势，是吸引不少民企投

资、落户海南的最大因素。过去几年，以“贸

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重点的180多项政

策文件相继落地生效，大量民企成为政策首

单业务体验者，率先享受到政策红利。如：

2021年7月23日，澳斯卡粮油在项目主生

产线投料生产的第四天，就享受到海南自贸

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成为海南首家享受

该项政策的企业。

（二）市场机遇广阔

调研发现，发展活力较好的民企，选择

的赛道大多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顺应时代发

展，紧跟政策导向，与当地禀赋条件相适应、

与产业结构相匹配。如：生物医药产业是海

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高新技术产业，利好政

策不断倾斜、产业集群成势，为华熙生物、葫

芦娃药业等生物医药企业的发展壮大注入

信心；智慧城市建设催生出大量算力基础设

施需求，为浪潮公司等信息技术型企业带来

了广阔市场机遇。

（三）要素保障强化

在强化企业、项目全生命周期要素供给

保障方面，海南供给能力更足、供给方式更

优、供给渠道更多。如：海南上线“土地超市”

平台后，齐鲁制药通过这一平台快速拿地，从

了解土地信息到拍地、拿到不动产权证，总用

时不到三个月。新锐恒丰于2022年年底抵

押还未商业化的种质资源品种权，获得贷款

50万元，有效破解种业企业研发周期相对较

长、投资强度高、缺少抵押物的融资难题。

（四）政务服务提升

近年来海南各地各部门从企业实际需

求出发，推动行政审批改革，不断提升服务

质效，“有需必应、无事不扰”，为民营经济营

造了一个更宽松、便捷、公平、有序的发展环

境。如：得益于海南、海口各级政府部门及

园区的“店小二”式服务，华熙生物科技产业

园项目一期从破土动工到建成开园，前后仅

隔630天。

（五）夯实创新之基

调研发现，凡是经营状况较好的制造类

民企，研发投入基本不会低。譬如，飞行者

科技今年的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净利润分

别同比增长58%、110%、15%；立昇净水每

年研发投入至少3000万元，占公司经营总

成本7%－8%；云海粤林业每年的研发投入

均不低于运营成本的10%。

此外，许多规模不大的民企，之所以能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关键在于

将产品做到极致，在细分领域锻造出竞争

优势。如：立昇净水30年来一直专注于超

滤膜的研发、生产、推广和应用，成为世界

上少数几个能自主开发高性能超滤膜并达

到产业化生产的大型超滤膜及其组件供应

商之一。

（六）经营策略灵活

为迅速适应市场变化，民企在经营和管

理方面的创新举措越来越多，包括市场营销

策略更灵活、内部组织架构更优化、产品生

态再升级等。如：海南万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与海南省农垦建工合资设立海南农垦建

工第一公司，整合民企、国企优质资源，进行

组织共建、人才共培、项目共谋、创新共推、

资源共享、互利共赢；飞行者科技不仅打造

无人机产品，更塑造产品生态，为客户提供

相应的数据服务，形成更强的用户黏性。

（七）其他组织助力

相较于“单打独斗”，不少企业更愿意

“抱团取暖”，这一过程中，商协会发挥了重

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如：海南温州商会根据

会员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设立农牧行业委

员会、灯饰行业委员会等15个部委，助力会

员企业资源共享、置换，为会员企业提供金

融、法律等多种服务。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海南省委、省政府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坚持“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的理念，持续优化民企发展环境，推动民企提振信心、
转型升级、健康发展。海南民企深度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重要支撑
力量。此次调研先后联系了20余家海南民企，最终选择样本企业10家。调研发现，海南民企呈现“量”“质”齐升、科研创新能力稳步提
升、外贸主体地位持续巩固、第三产业分布较集中等特点，背后原因包括政策红利释放、要素保障强化等，但仍面临一些制约发展的挑
战。据此，调研组采访了相关政府部门、专家和行业资深人士，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金融支持民企长效机制等建议。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哪来的活力”调研组

二、海南民企活力从哪里来
海南民企加快发展壮大，

发展活力主要来源于自贸港政

策红利持续释放、要素保障强

化、政务服务效能提升、重视科

技创新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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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熙生物生产车间。（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李天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