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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指标体系及申报说明

（一）指标体系

选定综合实力、发展潜力、创新活力、绿色动力、融资能力、

服务能力等6个一级指标，28项二级指标和1项“一票否决”指

标。其中，定量指标 20个，定性指标 8个；第 16项指标为逆向

指标，其余指标为正向指标；第 29 项指标为一票否决项。

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

性质

权重

（%）

1

综合

实力

（15%）

每万人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数量 定量 4

2 民营四上企业数量 定量 4

3 年营业收入亿元以上民营企业数量 定量 4

4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上榜企业数量 定量 3

5

发展

潜力

（15%）

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的比重 定量 3

6 特色产业集群数量 定量 3

7 专精特新、瞪羚、独角兽企业数量 定量 3

8 单项冠军企业数量 定量 3

9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情况 定性 3

10 创新

活力

（1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比重 定量 3

11 创新创业载体数量 定量 3

12 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 定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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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

性质

权重

（%）

13 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区域 GDP 之比） 定量 3

14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定量 3

15

绿色

动力

（15%）

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降低率 定量 4

16 PM2.5 平均浓度 定量（逆向）
4

17 PM2.5 平均浓度同比改善率 定量 4

18 地表水考核断面达标率 定量 3

19

融资

能力

（20%）

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情况 定性 4

20 风险补偿体系建设情况 定性 4

21 金融辅导工作情况 定性 4

22 金融创新情况 定性 4

23 民营上市企业数量 定量 4

24

服务

能力

（20%）

建立政企沟通及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情况 定性 4

25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数量 定量 4

26 培训民营企业家数量 定量 4

27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情况 定性 4

28 数字专员培育工作情况 定性 4

29

约束

条件

近三个统计年度内是否发生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

责任事故、重大产品质量事件、重大及以上突发环

境事件、统计数据不实问题

一票

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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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标测算

定量指标按步骤一进行标准化处理，定性指标根据实际工作

开展情况得出标准分，各个指标按照步骤二进行加权计算，得出

每个县（市、区）最终得分。

步骤一：对每个县（市、区）单项指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计算每项指标的个体分数。计算公式为（功效系数法）：

正向型指标（即指标值越大，其个体分数越高）

逆向型指标（即指标值越小，其个体分数越高）

其中：Yi为该县（市、区）第 i 项指标的实际得分；Xi为该

县（市、区）第 i 项指标具体值；Xi，max为该指标所有申报县（市、

区）的最大值；Xi，min为该指标所有申报县（市、区）的最小值。

步骤二：对单个指标得分进行加权计算，计算各县（市、区）

所有指标的总体分值，计算公式为：

其中，Fi为该县（市、区）总体分值，Yi为该县（市、区）

第 i 个指标的个体分数，Wi为指标值 Xi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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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计算。将所有申报的县（市、区）按照综合得分

高低进行排序，综合各县（市、区）已开展及今后工作举措情况，

最终确定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市、区）名单。

（四）申报说明

1.指标涉及数据截至上一年度 12 月 31 日。

2.指标体系涉及的每个指标需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工作举

措部分涉及的内容，需提供领导批示、会议纪要、立项手续等相

应支撑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