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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调研对象：参与本次北京民营企业中小百强（以下简称“中小百强“），

指统计局在册、具有中小标签的企业，以及符合“专、精、特、新”定位

的民营中小型企业；调研范围为中小企业领域中，在北京登记注册的私营

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国有绝对控股

企业、外资绝对控股企业、港澳台资绝对控股企业不在调研范围内）。 

指标体系：以首善标准、社会形象、企业规模、产业发展作为入门基

本条件，不符合条件的实行一票否决。将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营业收入总

额、行业专注度、技术水平、企业资质作为核心指标，其中，研发投入强

度是指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与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是国际公认反映企业在

提供自主创新能力方面的重要指标，营业收入总额是反映企业进入高成长

阶段的重要标志。另将企业获得的荣誉称号、主持国内外标准、参与重点

项目等作为辅助指标，给予一定系数加乘。无特殊说明，比较数据皆为入

选北京民企中小百强榜单企业 2018 年的相关数据。 

数据来源：本次北京民企中小百强调研与发布工作由北京市工商联具

体组织实施，经过企业自愿申报、上报数据及凭证、会计机构审定核实、

综合整理相关数据、研究机构统计分析做出。本报告采取的数据，如无特

别说明，均来自中小百强调研样本数据。 

时间范围：调研数据的起止时间为 2019年 1月 1日—2019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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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他们的健康

发展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创业创新的重要力量，在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事件影响，各类中小企业都遭受

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习近平总书记在疫情期间考察时指出，我国

中小企业有灵气、有活力，善于迎难而上、自强不息，在党和政

府以及社会各方面支持下，一定能够渡过难关，迎来更好发展。

北京市为进一步激发中小企业活力和发展动力，坚持以推进中小

企业“专精特新”发展为抓手，积极落实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疏解

的战略布局，优化营商环境，相继在财税金融、营商环境、公共

服务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中小企业在高精尖产业领

域精耕细作，引导中小企业提高创业创新水平，推动中小企业协

调发展，加快实现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多举措助力“六稳”“六

保”工作。 

本次中小百强评选聚焦后疫情时代中小企业发展态势，以促

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小企业综合竞争力为目标，发现一

批在细分行业内技术实力强、经营能力好、服务水平优、市场份

额高、品牌影响大、发展前景广的中小企业，结合“专精特新”

支持政策，建立优质企业培育库，形成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常态

化、长效化机制，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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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小百强发展情况 

（一）营业收入呈增长趋势 

中小百强实现营业收入总体规模 279.70 亿元，比 2018 年

247.45 亿元增长 12%，户均营业收入 2.78 亿元。 

 

 

 

超八成中小百强企业营业收入超过亿元，集中分布在 1-5 亿

元，占比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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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总规模大幅提升 

中小百强的资产总体规模达到 659.17亿元，同比增长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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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贡献情况小幅下降 

2019 年受经济下行压力和北京市疏解整治专项行动影响，

纳税方面，中小百强的纳税总额较 2018 年下降 0.84%，总额为

23.51 亿元。其中纳税规模在 1 亿元-10 亿元的企业占 3%，5000

万-1亿元的企业占到 5%，多数企业集中在 1000万以下，占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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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就业方面，中小百强就业人数 4.9 万人，比 2018年 5.1

万人下降 3.4%。 

 

 

（四）研发创新投入有所增长 

经调研分析，中小百强研发投入费用比2018年增长 38.55%。

由此可见，中小百强企业在技术创新与研发方面的重视程度呈逐

年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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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小百强经营指标高于北京民营企业百强 

中小百强运营能力整体高于 2019年北京民营企业百强，总资

产周转率平均为 217%，高于北京民营企业百强的总资产周转率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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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方面，中小百强在销售利润率、资产净利率方面略

低于北京民营企业百强，比值分别为 5.32%：7.10%，5.89%：7.28%。 

 

（六）各行业及区域运营情况 

入选中小百强前三位的地区分别是：朝阳区 29 家，大兴区

17 家，昌平区 16 家。结合入选企业所在行业的情况发现，制造

类中小企业入选中小百强数量最多，第二位的是信息软件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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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小百强创新经营能力分析 

（一）政府支持发挥积极作用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政府支持政策对于企业发展具有关键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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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作用。在政府惠企政策中，税收减免政策惠及中小百强最多，

企业获得感强；财政拨款及人员奖励对于中小百强经营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起到关键作用；知识产权政策及专项贷款政策激发出中

小百强的创新活力。 
 

 
 

 

（二）多方资金支撑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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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果转化过程中，多数中小百强享受到政府优惠政策，其

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和税收减免政策分别占 71.59%和 62.50%，

享受人才引进和培养类优惠政策占 54.55%。 

 

中小企业享受政府扶持政策 占比 

税收优惠政策 71.59% 

税收减免政策 62.50% 

科技成果奖励 61.36% 

先进人才引进与培养 54.55% 

拓宽融资渠道 35.23% 

完善技术转化 35.23% 

开展机构合作 30.68% 

制定利益机制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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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考核方式 23.86% 

信用担保、科技保险 4.55% 

知识产权质押 4.55% 

专项资金支持 1.14% 

（三）知识产权拥有水平层次不齐 

截至 2019年，中小百强国内有效专利项总数 2825，国内

有效发明专利项总数 831。 

 

 

本次调研中，有 49 家中小百强参与到国际、国家及行业标

准制定中。有 43家企业参与制定了行业标准，23参与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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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没有参与，两端分化比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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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产学研合作模式亟待拓展 

中小百强中有 70%的企业与科研院校和高校开展过产学研

合作。形式多以开展项目合作为主，共建研发机构和学科专业形

式较少，仅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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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技术来源，合作模式的缺少导致中小百强关键技术多依靠自主

研发，占关键技术来源总体的 44%。总体来看，中小百强产学研

模式尚待拓展，需要探索更多的合作方式。 

 

 

四、 中小百强管理运营分析 

（一）投融资模式仍待突破 

中小百强的新增投资资金来源依然以自有资金为主，占比高

达 81%。虽然有 52.17%的中小百强在 2019年发生了融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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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市类型亟待丰富 

中小百强中，仅有 4 家企业为上市公司，其中 3 家为新三板

企业，其中，融资转让股份的企业仅占 20%。数据反映，中小企

业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自身发展、升级转型还需要更多的政府引导

和资本资源导入，通过发挥市场要素和提供金融服务来支持中小

企业上市。 

 
 

75

42

16

9
4 2 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自有资金 银行借贷 战略投资 政府资助 股权融资 债权融资 民间借贷

中小百强企业新增投资资金主要来源

4

96

2019年企业上市汇总情况（单位：家）

上市

未上市



- 16 - 

（三）党建引领企业发展成常态 

中小百强中，有 55%的企业已设立党委（支部），38%的企业

设立工会，多数企业充分认识到利用党建指导日常工作经营的重

要性。 

 

党建需求方面，有 90 家中小百强提出政府指导需求，主要

包括经验交流、经费支持等，尤其在党员发展指标及加强党建方

面，企业需求最为迫切。 

 

（四）信用体系建设受企业重视 

中小百强已经普遍认识到信用体系搭建的重要性，有 96 家

中小百强建立了企业相关的信用制度，主要通过制定合规经营制

度、商业道德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方式来搭建企业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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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疫情影响明显转型升级是必然 

疫情期间，56%的中小百强表示疫情下企业发展虽然受到一

些制约，但总体经营维持稳定；35%的中小百强不同程度上受到

疫情的影响，其中 32 家企业认为受疫情影响较大，因市场订单

量明显下降，原材料等上游供应链出现断裂导致企业经营出现暂

时性困难。与此同时，有 5 家企业认为，疫情在某种程度上反而

为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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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受疫情影响明显，主要体现在

营业收入减少造成流动资金紧张、人员成本的支出增加、疫情防

护原因员工无法到岗等方面。 

 

疫情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占比 

营业收入减少，流动资金紧张 40.63% 

人工成本支出增加 34.38% 

员工无法正常返岗 34.38% 

发货／物流通道受到影响（运输管制） 33.33% 

企业经营现金流（资金）影响 32.29% 

市场订单减少 28.13% 

产品市场需求受到抑制 27.08% 

物流成本增加 26.04% 

原材料成本上涨 21.88% 

有订单但无法正常生产经营 19.79% 

生产经营成本高企 18.75% 

税费压力大 14.58% 

财务费用高 14.58% 

停工、停业造成生产进度拖延 12.50% 

融资难度大 12.50% 

缺乏防疫物资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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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短期融资能力下降 3.13% 

资金压力大 2.08% 

无法按时履行交易合同需支付违约金 1.04% 

 

中小百强中，有 79%的企业表示要进行升级转型。转型的主

要动力一是来自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二是疫情后市场形势发生

变化，促使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技术及产品，降低成本以适应新的

市场环境和客户消费行为。 

 

（六）参与协调发展战略的情况  

中小百强积极谋划企业未来发展方向，近五成企业参与进北

京市协调发展战略中来。调研结果显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参

与度最高，达到 79.17%，中小企业倾向以企业所在地为中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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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拓展为主。 

 

（七）法制意识增强合理维护自身权益 

中小百强注重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有 52%的企业

雇佣常年法律顾问，29%的企业专设法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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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遭遇纠纷时，中小百强通过动用多种法律手段保护自身权

益，其中以协商解决、调解方式为主，占比分别为 85.26%、7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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