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

京津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原因分析及几点启示

马晓春

摘  要 ：民营经济不仅支撑我国经济增长，同时对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2016 年

以来京津两市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降，北京更是出现连续 3 年负增长，民营经济发展放缓。研究发现企业家

对经济前景预期不明朗、环保监管趋严等因素是京津两市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为促进京津民间投

资平稳运行，研究提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民间投资结构、支持京津民

营经济协同发展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 ：民间投资  房地产开发  投资结构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一直属

于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之一。然而，进入“十三五”后，

随 着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钢

铁、煤炭等相关行业产能凸显过

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

显放缓。2012 年我国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高达 20.3%，之后

持 续下降，2015 年降至个位数

9.8%，2018 年继续下降至 5.9%。

同期，京津民间投资经历了相似

的走 势 ：2012 年天津市民间投

资同比增长 32.8%，之后持续下

降，2018 年 增 速 下 降至 4.4% ；

北京市更是自 2016 年出现了连

续 3 年的负增长。民营经济是支

撑国家经济增长、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促进市场化改革、吸纳城

乡居民就业的重要力量。北京与

天津作为京津冀区域的两个重要

经济主体，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

滑乃至负增长不仅仅影响京津两

市自身的经济增长，更关系京津

冀区域协同发展能否顺利推进。

本文通过剖析京津民间投资增速

持续下降原因，为促进京津民间

投资平稳运行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二、京津民间投资基本

情况

（一）北京市民间投资先扬

后抑，2016 年以来持续负增长

一是 2012-2015 年北京市民

间投资稳步递增，2016-2018 年

持 续 负增 长。 其 中，2015 年达

到峰 值 3296.2 亿 元， 同比 增长

25.8% ；2018 年下降至 2357.1 亿

元，同比下降 11.2%（见图 1）。

二是北京市民间投资占全市固定

资产投资比重呈现先升后降的态

势。2012 年北京市民间投资占全

市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 32.3%，

之后持 续 稳步 递增，2015 年达

到 峰 值 41.2% ；2016-2018 年 持

续下降，2018 年降至 29.2%。

（二）天津市民间投资持续

递增，但增速持续下滑

一是天津市民间投资持续递

图 1 2012-2018 年京津民间投资基本情况

数据来源 ：北京市统计局、天津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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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增速降中趋稳。2012 年天津

市完成民间投资 3433.3 亿元，同

比增长 32.8% ；之后持续递增，

2018 年 增 长 至 7404.2 亿 元， 同

比增长 4.4%，增速较 2017 年下

降 0.2 个百分点（见图 1）。二是

天津市民间投资占全市固定资产

投资的比重较为稳定。2012 年天

津市民间投资占全市固定资产投

资的比重达 44.2%，2018 年这一

比重为 45.2%。

（三）北京市民间投资结构

较为单一

房地产开发是北京市民间投

资最主要的领域。2017 年北京市

民间投资在一、二、三产业的占

比分别为 0.1%、3.7% 和 96.1% ；

其中，房地产开发民间投资占全

市民间投资的比重高达 84.4%（见

图 2）。在我国统计涵盖的 19 类

行业中，除去房地产开发，2017

年北京市民间投资占比超过 1%

的行业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 术服务业（4.2%）、制造 业

（3.4%）、 交 通 运 输、 仓 储 和 邮

政业（2.5%）、租赁与商务服务业

（1.8%），余下的 14 类行业占比之

和仅为 3.7%。

（四）天津市民间投资结构

相对均衡

天津市民间投资领域广阔，

结 构较为均衡。天津市民间投

资主 要集中在制造 业、房地产

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批发和

零售业。2013 年以 来， 制 造 业

民间投资在天津市民间投资所占

比重持 续下降 ；房地产业民间

投资在天津市民间投资所占的份

额基 本维持在 20% 左右 ；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民间投资、批发和

零售业民间投资所占的份额持续

递 增（ 见 图 3）。2016 年， 民 间

投资占天津市民间投资比重超过

5% 的行业有：制造业（34.7%）、

房地产业（19.7%）、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11.6%）、批发和零售业

（9.6%）、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6.6%）。

三、京津民间投资下滑

原因分析

近年来京津两地民间投资出

现相似的下滑走势，既有国内宏

观经济增长放缓、京津冀区域环

保监管趋严等共性因素，也有两

地民间投资结构差异、主动调整

产业结构等特殊原因。

（一）民营企业家对经济前

景预期不明朗是民间投资放缓的

重要原因

京津两地民间投资走势与

我国宏观 经济形势密不 可分。

“十三五”以来，随着我国房地

产投资增速放缓，与房地产投资

图 2 2015-2017 年北京市民间投资主要领域及占比
数据来源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数据计算所得

图 3 2013-2016 年天津市民间投资主要领域及占比

数据来源 ：根据《天津市统计年鉴》公布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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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的行业发展受阻，如 ：

钢铁、煤 炭等 行业产能 过 剩、

家电、汽车等产品消费放缓，传

统产业 遭 遇前所未有的困难，

2015-2016 年企业景气指数明显

下降 ；与此同时，由于企业家对

经济前景预期不明朗，企业家信

心指数显著下降（见图 4），2016

年全国 20 多个省市民间投资大

幅下滑。京津两地民间投资增速

下滑（或负增长）与我国经济进

入新常态、民营企业家对经济预

期不明朗有着重要的关系。

（二）受环保监管趋严影

响，天津市工业领域民间投资增

速放缓

自 2015 年我国实施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以来，环保协同是

京津冀区域优先协同的三大领域

之一。为治理京津冀区域频发的

雾霾天气，整个区域强化环保

监管，石油化工、一般制造业等

受到严格监管，新增投资受到限

制。制造业是天津市民间投资的

重要领域。受环保监管趋严的影

响，天津市石油化工领域、制造

业领域民间投资增速及占比明显

下滑。2013 年天津市制造业领域

民间投资占全市民间投资的比重

为 48.2%，2016 年这一比重下降

至 34.7%。

（三）受主动调整产业结构

影响，北京市传统产业民间投资

持续下降

为落实城市功能定位要求，

2014 年北 京 市正 式 颁布了《 新

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以

下简称《产业禁限目录》），2015

年、2018 年进行了修订。在《产

业禁限目录》中，采矿业、制造

业（研发、设计、采购、营销、

技术服务、财务等非生产制造环

节除外）等产业明确被列为禁止

新建和扩建的产业。据统计，限

制和禁止新增投资的行业占全部

行业种类的比重达到 55%，民间

资本投资活跃的传统行业基本都

被列入了禁止或限制范畴。受此

影响，2014 年北京市工业民间投

资占全市民间投资比重为 7.5%，

2016、2017 年下降至 3.5% 左右。

（四）较为单一的投资结构

遭遇严格的房地产调控，北京市

民间投资持续负增长

北京市 80% 以上的民间投

资集中于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开

发投资走向决定着北京市民间投

资走向。2016 年以来随着房地产

调控政策趋紧，北京市土地供给

数 量和面积大幅 下降 ：2016 年

成交住宅用地 15 宗，同比下降

70%, 规划建设面积 219.9 万平方

米，同比减少 74%，2016、2017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分别下降

4.3% 和 7.4%，这是 2016 年以来

北京市民间投资持续负增长的根

本原因。与此同时，其他产业民

间投资占比较小，近年来虽然增

长显著，但仍难弥补房地产民间

投 资 下 滑 缺口。 如 ：2018 年 一

季度高技术制造业民间投资同比

增长 52%，信息服务业民间投资

同比增长 4.4 倍，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11.2%，

基础设施领域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3.5 倍 ；但是由于房地产开发民

间投资同比下降 16.5%，直接导

致 2018 年一季度北京市民间投

资同比下降 11.2%。

（五）相对均衡的投资结构

支撑天津市民间投资总量仍保持

增长态势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

下，许多传统工业产业处于去产

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过程中，

经济效益下降，投资增速出现放

缓。然而，由于天津市民间投资

结构相对较为均衡，近年来天津

市民间投资增速虽然出现下滑，

但民间投资总量依然保持递增势

头。2013-2016 年天津市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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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3-2016 年天津市民间投资主要领域及占比
数据来源 ：根据《天津市统计年鉴》公布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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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民间投资由 1019.6 亿元增长

至 1611 亿 元，年均增长 3.9%，

占全市民间投资的比重维持在

20% 左右 ；第三产业（房地产业

除 外） 民间 投 资由 1623.5 亿 元

增 长 至 3715.7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108%，占全市民间投资的比重由

31.8% 增长至 44.5%。

四、几点启示

（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增强企业家信心

民间投资属于市场 经济行

为，只有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市

场公平开放，前景广阔，民营企

业才会增强投资信心。促进民间

投资，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降

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一是深

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为市场

经济平稳运行增加“润滑剂”，

减少行政部门政令不通政策落实

难等有碍民营经济发展的阻力。

二是推 进审批事项改革，精简

合并项目审批事项，缩短办理流

程，下放项目备案管理权限，减

轻民间投资负担。三是加大财政

和金融支持力度。适时安排民营

经济专项资金支持民间投资的技

术改造、技术创新，助力民间投资。

（二）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基

础设施建设，优化民间投资结构

国家发改委早在 2014 年就

曾发布过《关于发布首批基础设

施等领域鼓励社会投资项目的通

知》（发改基础 [2014]981 号），提

出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特别是民

间投资参与 80 个涵盖铁路、公

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然而，实际操作中由于观念、企

业资质、融资等原因，民营企业

在进入基础设施领域时依然困难

重重。亟需地方政府转变观念，

出台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领域

的可操作细则，消除政策及操作

壁垒，切实开放基础设施、公共

事业建设等领域，助推民间投资

结构不断优化。

（三）支持京津民营经济协

同发展，培育互利共赢的创新产

业集群

一是支持京津民营企业建立

战略联盟，探索收益分配共享机

制，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契机，

优化产业布局，实现京津民营经

济发展共赢。二是鼓励民间投资

进入创新成果转化服务业，充分

发挥民营企业经营灵活、运行高

效的优势，推动北京市科技创新

成果在京津冀区域快速转化，培

育京津冀区域互利共赢的创新产

业集群。

（四）牢牢把握北京市服务

业扩大开放试点机遇，拓展民间

投资渠道

一是全面推进北京市服务

业开放，不断探索服务业开放新

政策，及时将试点区域内试行成

功的政策向本市其他区域复制

推广，增强北京市服务业发展活

力。二是努力提升北京市服务业

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形成

与国际接轨的服务业扩大开放新

格局。三是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市

场准入、改革监管模式，吸纳外

资和民间资本参与北京市服务业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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