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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户时代”来了！我国成最大创业国
我国市场主体已达1.0024亿户，催生发展新动能，对“大监管”、“强服务”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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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亿户市场主体
感受到改革后的便捷

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允
许个体工商户经营，1980年
颁发了第一份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1988年颁布的私营
企业暂行条例允许申请开办
私营企业，1993年颁布的公
司法允许创办有限责任公司
和股份有限公司。 改革开放
以后建立了外资企业立法体
系，催生了各类外资企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
市场主体在原来快速增长的
基础上加倍提速。 目前仍保
持“井喷式”快速增长，每天
增长约5万户。

“1亿户， 过去想都不敢
想。”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
会长何昕说，这得益于“放管
服”改革，国家破除阻碍市场
准入的堵点，将226项工商登
记前置审批事项中的87%改
为后置或取消， 降低了百姓
投资兴业门槛。

“前一天网上提交材料，
第二天就领到了电子营业执
照。”中国第1亿户市场主体、
北京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联合
创始人冯是聪感受到改革后
的便捷。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有
力印证了改革的成果，近5年
中国营商便利度排名提升了
18位、 开办企业便利度大幅
上升了65位。

市场主体资本
总额达31313亿元

新注册登记企业在15分
钟内可完成营业执照发放，
企业办事免费打字复印、办
公司免费刻制公章、 办证免
费证照快递， 这是北京市大
兴区新推出的优化营商环境
改革举措， 为企业提供精准
服务。

开设企业便利度如何，
是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重要
标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任兴
洲说， 以前创业要有注册资
本，资金要达到一定金额，还
要存入银行一段时间， 各种
手续批下来又要很长时间。
现在市场准入的门槛大大降
低了，这对于很多新业态、青
年创业者尤为重要。

一组数据印证了改革的
成效。 在这1亿户市场主体
中，近5年内增长的数量占七
成， 其中企业数量每年增长
20%。 市场主体的资本总额
达313.13亿元， 其中实有企
业注册资本达302.69亿元，
比2012年增长了近3倍。

“打通百姓的财富上升
通道， 一是靠增加劳动就业
取得劳动收入， 二是靠投资
兴业取得财产型收入。”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说，“亿
户时代”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奠定了雄厚的市场基础。

第三产业企业量
年增速达17.1%

“在全世界横向比较，我
国市场主体数量第一， 不仅
要看数量， 更要看市场主体
的质量、成本和效益。”任兴
洲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新兴产
业发展突出。 改革促进了高
新技术产业、 新兴服务业、
“互联网+” 等新产业新业态
蓬勃发展， 第三产业企业量
年均增速达17.1%。在新设立
企业中， 服务业企业占比近
八成。 教育、 信息技术服务
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年均
新设企业数量分别增长两倍
以上。

任兴洲说， 符合产业结
构调整方向的第三产业大量
增长， 中小微企业规模小但
活力强， 为催生发展新动能
提供了微观基础。 这表明我
国经济的动力结构发生变
化，结构调整取得成效。

“步入‘亿户时代’，社会
创业热情持续高涨， 促进了
民间投资释放， 连接着投资
和消费两端。”刘俊海说。5年
来， 全国私营企业数量增长
146%，注册资本增长近5倍。

企业吸纳了多少就业、
交了多少税， 是判断市场活
跃度的硬指标。统计显示，新
增市场主体创造的就业占城
市新增就业的四成。2017年，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超额完成
预期目标， 新设企业发挥了
关键支撑作用。2014年以来，
全国报送年报的企业纳税总
额由2013年的9.66万亿元提
升至2016年的13.65万亿元。

正如每次“婴儿潮”都对医疗
教育资源提出新挑战，我国市场主
体新一轮“出生潮”在为经济注入
新动能的同时， 也对政府监管、服
务等提出更高要求。

大市场需要“大监管”。市场进
入“亿户时代”，监管不能“穿新鞋
走老路”。此次机构改革中，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将很多监管职能
集中到一起， 解决了过去部门分
割、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体制问
题。但机构整合如何从“物理变化”
尽快形成“化学反应”，形成“纵到
底、横到边”的全覆盖式监管，考验
各地的改革执行力。

新业态对监管提出新要求。
“互联网+”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
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也容易产
生违法失信行为。 据工商部门统
计，2017年查处网络交易违法案件
2.2万件，同比增长106%。传统的人
盯人、上门查等监管方式已无法适
应新时代的新要求。“亿户时代”，
监管方式要线下线上并重，从监管
企业转到监管行为， 利用好大数
据，构建信用监管、标准监管、价格
监管、行政监管等融为一体的大监
管体系。

大市场需要“强服务”。 企业
“出生” 方便了， 更需要良好环境
“成长壮大”。“放管服” 改革，“服
务”是关键的一条。当前，一些部门
“门好进、脸好看、但事依然难办”
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地
方“服务往后缩，管理乱伸手”，一
些领域企业仍然“看得见， 进不
去”， 这些顽疾都需要更大的改革
力度。

市场进入“亿户时代”，监管和
服务不能落在后面！ ■据新华社

点评

“亿户时代”，“大监管”
“强服务”不能落在后面！

中国市场主体目前达到1.0024亿户，标志着
中国市场主体迈入“亿户时代”。权威部门指出，
这一数量位居全球首位，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创业国。

中国独立的市场主体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发展
起来的。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市场主体从不足
50万户到1亿户、增长了200多倍。

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晴
雨表、国民经济的细胞，体现了
市场经济的活力。我国市场主体
步入“亿户时代”， 位居世界第
一，下一步更要注重提升质量。

近年来市场主体活跃度
提升，主要得益于党的十八大
以来推进的“放管服”改革。以
商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的一
系列改革举措，从制约百姓投
资兴业的第一道门槛改起，逐
渐破除阻碍市场准入的堵点，
消除影响市场活力的痛点，弥
补市场监管的盲点，取得了很

大成效。
市场主体多了说明市场微

观细胞活跃， 但还要进一步做
强。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
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
级过程中， 经济发展面临许多
难题和挑战。 与改革开放初期
不同，高新技术产业、新兴服务
业等新设市场主体快速发展，正
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风向
标， 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新动力。 要适应新时代新趋势，
利用新机制培育科技含量更高
的市场主体新业态。

观察

“亿户时代”：大市场监管有何挑战

步入“亿户时代”，市场应
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哪些作用？
对大市场监管提出哪些挑战？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汪玉凯说，政
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篇大文章，
具体到每一个领域都非常复杂。
刘俊海说，“放管服”改革是建设
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就是简
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改革红
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服务于
企业发展、百姓兴业。

汪玉凯说， 要适应国际贸
易、国际环境的变化，让民企、
国企、 外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
体都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地位平等、 共同发展、公
平竞争、互利合作、平等监管、
平等保护。”刘俊海说，在反不
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方面， 关键
是不看单下菜， 平等就是最大
的保护。

刘俊海说， 市场准入门槛

放低了，监管不能失灵。要在鼓
励投资兴业的同时， 保障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 保护交易安
全。

南京大学教授洪银兴说，
各种经济新业态对中国经济发
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下一
步， 大市场监管要线下线上并
重，从监管企业转到监管行为，
依靠大数据加强信用体系和征
信体系的建设。

“摆脱重审批轻监管的传
统路径依赖， 构建以信用为核
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系。”何昕
说， 新组建的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 将为新时代的市场监
管开辟新格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
长张茅说， 处理好简约监管和
有效监管的关系，既简政放权、
又保障监管效率。在信用良好、
透明公正的市场秩序下， 让企
业公平竞争、群众放心消费。

“亿户时代”：从多到强靠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