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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中，砀山县完成了对本县经济的全面
梳理，充分了解到我县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如组织形式、规
模结构、地理位置、行业类型等。基于对上述情况的了解有
利于为砀山县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政策制定等提供
资料支持，对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目标也发挥关键作用。
此外，全面掌握本县基本单位情况可更具体、精准的落实开放
共享、绿色可持续等协同发展目标，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
展进程。本文以砀山县第三次、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为基
础，通过整理分析，从单位数量变动状况反映砀山县近年来社
会经济的发展变化。

2013-2018 年砀山县取得了非常优秀的发展成果，综合实
力大幅度提升、城乡基建全面优化、城乡差距明显缩小、人
民群众幸福度增高、干部作风也得到转变，在县委县政府的领
导和带动下，全县上下所有干部群众着眼于发展，全心全意做好
基层建设。砀山县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2013-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居民收
入、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等指标年均增长均在10%以上。在本次全
国经济普查中可发现，全县法人单位数量扩增明显，单位行业结
构调整变动幅度增大，全县经济水平稳步提升。从基本单位发展
全局来看，其组织形式、规模结构和生产要素等也都发生了突出
的变化。

1 社会不断发展促进基本单位不断更新
基本单位指的是归属于我国管辖的具有一定经济功能并从事

业务活动、拥有活动场所的社会单位，包括各类法人及其所属的
产业活动单位，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基本单位数量及各项
属性标志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

从普查汇总结果看，截止2018年末我县第二、第三产业的
法人单位已经达到了7211之多，共有1392多产业法人单位下属
的产业活动单位，另有44973名个体经营户。与2013年第三次
全国经济普查相比法人单位增加3436个，增长91.02%；多产业
法人单位下属的产业活动单位相比同期增加了586 个，增幅达
72.7%；个体经营户增加17535户，增长63.91%。

我县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数量较2013年第三次全国经
济普查数据相比均变化较大，其中建筑业法人单位增加381个，
工业法人单位增加571个，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增加2026个，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法人单位增加262个，居民服务修理业法人单
位增加102个，产业活动单位增加969个，文体娱乐业的法人单
位增加了157个。

近年来我县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加大扶持工业企业发展，使
得我县工业企业发展迅速，逐年上台阶，工业企业单位数量稳步
新增，特别是水果加工企业和板材加工企业不断增加。2013 年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199家，2014年217家，2015年226家，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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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本单位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其不仅直接影响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判断，也承载着各种经济信息的综

合分析。其数量的增减变动及质量变化都会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其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获得

通常会受到单位位置、类型及其登记注册类别、体制结构、生产要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衡量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时基本单位也是一个关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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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30家，2017家 231家。
工业、商业企业的迅猛发展也带动了个体经济的发展，给个

体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和空间。从个体经营户数变动情况看，个
体经营户总户数比三普增长63.9%，从业人员增长47.64%。主要
集中在个体建筑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零售业和餐饮业，
个体建设业户数四普数据比三普数据增长54%；交通运输业增长
68.26%；批发零售业增长71.33%；住宿餐饮业增长49.26%。但
个体工业户数量呈现下降趋势，2018年个体工业户户数比2013
年减少450户，足以说明个体工业由家庭作坊式经营向上规模、
上水平、上效益迈进。

2 单位结构调整带来经济总量大幅提升
经济总量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是对一

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的真实反映。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
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互相影响的过程，当经济增长时经济总量也
会随之增长，但从本质上来看经济增长的变化是依托于产业结构
变化的，产业结构的状态稳定时经济总量就会得到提升，产业结
构状态不稳定时经济总量就会发生波动，一般经济总量的提升是
产业结构高变动率影响的结果。

经济总量提升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产业结构，变动合理的产业
结构能促使经济总量得以增长。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趋势为第一
产业所占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上升；社会发
展则要求确保第一产业稳定增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快速增
长，要从农业社会发展为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
会）。在经济普查中一般只针对于二、三产业，对二、三产业单
位数量的变动反映全县经济总量的发展变化情况将通过单位行业
结构变动和GDP内部结构变动另行分析。

3 基本单位发展思路与对策
根据经济普查资料可以看出，我县基本单位以企业主体，

小型企业数量相对较多，并占有较大比例，其存在技术含量低、
经济效益小的特点，第三产业中小型企业现象最突出。企业竞争
力和发展受到制约，势必影响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县
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但应看到我县经济总量依然偏小，还需继
续探索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实现我县经济稳步健康发
展目标，如可对所有制结构进行优化，结合实际合理调整产业结
构，合理化配置生产要素等手段实现经济增长。根据我县基本单
位数量、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个方面建议：

3.1 突出“工业强县”，做大做强工业经济。一个地区没有
先进的工业现代化，社会经济就很难快速发展。发展工业不能只
看单位数量增加，要在先进技术、规模和效益上下功夫。提升工
业发展水平的关键是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进行有机融合，对新
型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是增强经济综合实力，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工业经济要取得长远发展，就需将资源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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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将市场作为导向，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实力，增强企业
管理能力，从而提高工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带动一、三产
业的发展。重点协调企业发展要素，主动搞好服务工作，继
续抓好工业帮扶和稳产促销工作，特别是对停产半停产企业，
提供更具体有效的发展指导，切实解决其面临的困难，促使企
业短时间内恢复正常运行，使其经济增长保持稳定增速。给予
企业科研资金支持，转变传统产业结构，积极鼓励建设新兴产
业，加速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实现质量提升、效率提升的
目 标 。

3.2 发展特色农业，促进第一产业的发展。我县是水果生产
大县，要围绕“水果生产”做文章，合理利用资源供给优势，发
挥农业产业的重要作用，振兴并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以现有资源
为基础，以各级产业结构为动力，努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打造
特有产业品牌，促使农村经济得到有力助推，全面建成本县所特
有的现代化农业生产结构以及产业系统。

3.3 持续推动第三产业高效发展。第三产业中所涉及的行
业类型较多，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业务性质。因此，在本县经济
结构建设中，应从实际出发，发挥政府协调、市场主导的作用，
对第三产业内部结构进行统一规划，完善信息咨询、房地产、计
算机应用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等具有发展新活力的行业的建设，
同时加强对企业的控制和监督，提升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为第
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动力。对于技术条件、经济条件较强的企
业，则应将发展重点放在电子商务和营销模式方面，把控电子商
务运行过程中各项消费数据，合力保障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指标的

完整性、合理性。积极谋划区域景点发展策略，融合本县历史
文化特色搭建精品景区，达到对内需的大力拉动以及对消费的
有效刺激。积极发展现代物流、健康养老、融资租赁、文化创意
等新产业和新业态，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三产健康发展。

3.4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非公有
制经济在我县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主要的作用，将大力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放在当前经济改革中的首要位置，积极推行优惠政
策，为非公有制经济注入新的发展活力，力求在本县建设出综合
实力更强的非公有制骨干企业，助力本县经济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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