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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区小升规企业发展现状与思考
——黄埔区近两年小升规企业发展情况简析

在黄埔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职能部门密切协作，

近两年来小升规企业稳步发展。2019-2020 年小升规企业数量合

计达 1579 家，全区“四上”企业由 2018 年末 2849 家增至 2020

年末 4301 家，总量保持全市第二，仅次于天河区，同时也为下一

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积蓄动能。

一、近两年小升规总体情况

2019 年我区小升规企业数量创历史性新高，达到了 918 家，

占全市小升规企业数量的 15.07%；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

击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影响有所下滑，全年小升规数量为661

家，同比下降 28.0%，占全市小升规企业数量的 15.12%。

（一）小升规企业相对集中在联和街和云埔街。从地域分布

上看，我区传统经济发展核心区域联和街和云埔街活力依旧，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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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影响不明显，两年小升规企业数量稳居第一位及第二位，这两

个街道每年小升规企业保持 100 家以上，小升规企业数量合计占

全区比重达 42.50%；夏港街虽然两年小升规企业数量波动较大，

但两年连续稳居第三；鱼珠街两年累计小升规企业 111 家，位居

第四，两年数量相仿，稳定性好，在老黄埔区域分外突出，显示

临港经济区建设已初具规模，预计未来比重将持续增加，或会成

为老黄埔片区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

表 1：黄埔区近两年小升规企业数量分布情况表

区 划
2020 年数量

（家）

2019 年数量

（家）

同比增长

（%）

两年合计

（家）
占比(%)

黄埔区合计 661 918 -28.0 1579 100.00

联和街道 201 241 -16.6 442 27.99

云埔街道 105 124 -15.3 229 14.50

夏港街道 49 98 -50.0 147 9.31

鱼珠街道 54 57 -5.3 111 7.03

黄埔街道 33 73 -54.8 106 6.71

文冲街道 28 65 -56.9 93 5.89

南岗街道 24 50 -52.0 74 4.69

萝岗街道 29 43 -32.6 72 4.56

永和街道 35 36 -2.8 71 4.5

龙湖街道 23 27 -14.8 50 3.17

大沙街道 21 28 -25.0 49 3.10

红山街道 12 20 -40.0 32 2.03

穗东街道 10 21 -52.4 31 1.96

九佛街道 8 11 -27.3 19 1.20

生物岛 11 7 57.1 18 1.14

长岭街道 9 8 12.5 17 1.08

新龙镇 7 7 0.0 14 0.89

长洲街道 2 2 0.0 4 0.25

（二）批发零售业企业数量最多。从分行业上看，近两年小

升规在库企业（剔除升规后又掉规并退库企业）中，工业企业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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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批发零售业企业 764 家、住宿餐饮业 67 家、服务业企业 451

家。分产业看，第二产业 225 家，占比 14.2%，第三产业占比 85.8%。

受疫情影响，2020 年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和服务业小升规企

业数量分别为 303 家、27 家和 209 家，同比分别下降 40.1%、32.5%

和 18.7%。工业则逆势而上，2020 年小升规企业达 122 家，为近

5 年来数量最多的一年，同比增长 6.1%。

表 2：黄埔区近两年小升规企业分行业情况一览表

表 3：黄埔区近两年小升规情况及期末（2020 年）分行业占比情况表

指标名称
近两年小升规企业

期末在库数量（家）

占全区同行业期末

“四上”企业数量

比重(%)

近两年小升规期末在库企业营收

占当年全区同行业“四上”企业

营收比重（%）

工 业 225 20.11 1.86

批发零售业 764 49.01 13.40

服 务 业 451 34.75 30.73

住餐业 67 58.77 70.37

合 计 1507 43.95 23.00

注：近两年小升规企业期末在库数量即为近两年小升规企业合计数剔除升规后又退库企业数量。

年 份 指标 合计 工业 批发零售业 服务业 住餐业

2019 年

企业数量（家） 918 115 506 257 40

占当年全区同行业比重(%) - 11.22 37.15 22.21 41.24

营收占当年全区同行业比重（%） - 1.10 7.32 15.11 30.22

2020 年

企业数量（家） 661 122 303 209 27

占当年全区同行业比重(%) - 10.90 19.44 16.10 23.68

营收占当年全区同行业比重（%） - 0.60 4.06 6.03 17.83

2019 年升规后 2020 年末退库企业数量（家） 72 12 45 15 0

近两年小升规期末在库企业数量（家） 1507 225 764 45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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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升规企业数量看，2019 年及 2020 年工业企业小升规企

业数量增幅基本维持在 10%左右，两年小升规企业数量 225 家，

合计占期末（指 2020 年末，下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

20.11%。批发零售业企业两年小升规企业数量则翻倍增长，两年

小升规企业数量合计 764 家，占期末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企业数

量的 49.01%；商贸企业的聚集使得商品流通更加畅旺，恰恰和服

务业增长相吻合，服务业企业两年小升规企业数量 451家，较 2018

年增长 56%，占期末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数量 34.75%；住餐业企

业数量也伴随我区常住人口、商品房销售面积及商业综合体、园

区、孵化器入驻企业数量增加，出现翻倍增长，占所在行业期末

“四上”企业数量比重高达 58.77%，批发零售、服务业、住餐业

三个行业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

（三）营收占比相对偏低，培育企业发展壮大仍需时日。从

营业收入占比方面看，工业、批发零售业不容乐观。表 3 数据显

示，近两年小升规工业企业期末在库数占全区期末规上工业企业

数量的 20.11%，但营收仅为全区规上工业营收总量的 1.86%；近

两年小升规批发零售业企业期末在库数量占全区期末限上批发零

售业企业的 49.01%，但营收占比仅为 13.40%；服务业企业情况相

对缓和，近两年小升规服务业企业期末数占全区期末规上服务业

企业数量的 34.75%，营收占比也达 30.73%，从数据上看此行业企

业数量占比和营收占比相对吻合，但如将因受混改落地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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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货运物流公司这类特殊情况（属大规模业务转移）剔除，余

下 450 家在库小升规服务业企业营收占比仅为 18.21%。从以上情

况可知，小升规企业发展壮大需时较长，我区经济发展动力仍源

于大型企业及月度新增企业的拉动（详看图一）。

图一：小升规企业数量占比及营收占比饼图

（四）各行业各有特色，批零行业以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

品批发居多。从行业细分来看，工业小升规企业前 5 类分别为专

用化学产品制造 13 家、烘炉、风机、包装等设备制造 11 家、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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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11 家、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11 家和日

用化学产品制造 9 家，占比相仿，约为 5%左右，行业分布均匀；

批发零售业小升规企业行业分布差异较大，其中矿产品、建材及

化工产品批发 494 家，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98 家，

两大行业占全区批零行业的 77.52%，成为大宗商品集散地，但销

售品种受经济周期与市场行情波动影响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差；

服务业分布与工业相仿，较为均衡，前 5 类分别为道路货物运输

46 家、人力资源服务 44 家、软件开发 32 家、房地产租赁经营 27

家、质检技术服务 24 家，占比均在 3%-6%之间；住餐业数量以住

宿业为主，旅店 46 家，餐饮店 21 家（详细见表 4）。

表 4：黄埔区近两年小升规部分细分行业分布情况表

行业 行业中类

两年小升期末在库

企业数量

（家）

占本行业两年小

升规期末在库企

业数量比重（%）

工业

工业合计： 225 100.00%

其中前 5 类小计： 55 24.44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13 5.78

烘炉、风机、包装等设备制造 11 4.89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11 4.89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11 4.89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9 4.00

批发零

售业

批发零售业合计： 764 100.00

其中前 5 类小计： 692 90.58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494 64.66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98 12.83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43 5.63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33 4.32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24 3.14

服务业

服务业合计： 451 100.00

其中前 5 类小计： 173 38.36

#:道路货物运输 46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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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服务 44 5.76

软件开发 32 4.19

房地产租赁经营 27 3.53

质检技术服务 24 3.14

住餐业

住餐业合计： 67 100.00

其中前 5 类小计： 60 89.55

#:旅游饭店 24 35.82

一般旅馆 12 17.91

其他住宿业 10 14.93

正餐服务 7 10.45

快餐服务 7 10.45

二、小升规企业存在问题

（一）企业数量多，户均营收低

近两年来我区小升规企业数量上不断扩大，使得全区“四上”

企业数量近乎翻倍，但企业营收规模不大，其中亿元及以上工业

27 家，占本行业期末两年小升规企业数量 12%；亿元及以上批发

零售业 178 家，占本行业期末两年小升规企业数量 23.30%；亿元

及以上服务业 42 家，占本行业期末两年小升规企业数量 9.31%。

三个行业户均营收均居全区下游水平，工业企业尤为明显，

工业小升规企业营收户均值为 0.68 亿元，远远低于全区同行业户

均水平，仅仅为平均水平的 8.42%；批发零售业小升规企业营收

户均值为 1.47 亿元，为全区同行业平均水平的 24.46%；服务业

相对吻合，小升规企业营收户均值 0.83 亿元，为同行业平均水平

的 72.17%（详见表 5）。

以上数据显示，我区小升规企业发展壮大需要各职能部门后

续不断加大投入和扶持，要持之以恒做好小升规企业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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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一切为了投资者、一切为了企业的服务理念，提供优质营商

环境，培训小升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表 5：黄埔区近两年小升规企业营收规模情况表

行业

近两年小升规

期末在库企业

数量（家）

期末营收

（亿元）

户均营收

（亿元）

同行业全区户

均营收（亿元）

户均营收占同行业

全区户均营收比重

（亿元）

工业 225 153.31 0.68 8.08 8.42

批发零售业 764 1121.90 1.47 6.01 24.46

服务业 451 372.42 0.83 1.15 72.17

住宿和餐饮业 67 5.36 0.08 0.11 72.73

（二）企业市场竞争力弱，经营状况不稳定

由表 2 可知，2019 年底入库的 918 家小升规企业，一年后已

有 72 家因不同原因退库（掉规，停产，注销等），占比 7.8%，

其中工业 12 家、批发零售业 45 家、服务业 15 家；同时批发零售

业企业过度集中于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市场波动极大

影响企业的生存期限，因此在追求数量增长的同时更应详细了解

企业的具体经营状况与行业前景。

（三）企业注册经营地址不一致，加大统计管理难度

随着我区发展步伐加快，企业的集聚效应不断呈现，入统企

业日益增多，但仍有部分企业实际经营地址不在所属街道行政区

域范围，此情形或将拉低街道服务企业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效果。

此外，按照在地统计管理原则，四上企业如在区外经营，将面临

着统计数据外迁的风险，如某货运物流公司此情况尤为明显。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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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类状况，除了加快各方面配套建设外，更应该拿出切实措施

鼓励新注册企业留区经营。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方向

（一）营造优质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快速发展壮大

发展小升规企业重点应以主动挖掘、发展优质企业为宜。根

据近几年来我区小升规及小微企业发展趋势来看，当前政府经济

发展工作以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制定扶持政策，吸引优秀企业投

资落户，以此促进区内企业发展壮大为主导，属于买方市场，政

府处于被动状态，我们应该从源头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有针对性

地吸引优秀企业投资落户，不仅壮大全区经济主体规模，而且不

断提升全区实体经济主体质量，确保全区经济保持稳定优质发展

态势。

（二）服务好企业，提升小升规企业对全区经济贡献率

“四上”企业是全区经济的主力军，全区经济绝大部是由“四

上”企业所贡献（粗略测算约 80%），做好“四上”企业服务工

作尤为重要。从表 2 退库企业数量可以看出，我区部分小升规企

业经营生存期限短，有的当年升规后第二年又掉到规模以下，甚

至部分企业刚升规后来到一年时间就停业或停产，表明小微企业

生存更加艰难，我们应该加大对小升规企业的服务和扶持力度，

做好各方面服务工作，帮助小升规企业解决各种问题和困难，让

企业充分感受到政府及各方面给予的关心和关怀，激励企业增资

扩产、提升经营效益的信心，形成合力实现效益最大化，尽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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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高小升规企业对全区经济贡献度。

（三）学习先进经验，利用资源优势发展总部经济

近期深圳国资入股苏宁易购的新闻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深圳

国资出资收购苏宁易购部分股份，双方将在深圳设立华南总部，

深圳国资旗下深国际与苏宁达成战略合作，苏宁在物流领域将获

得强有力的支援，追赶竞争对手。借鉴前期深圳国资入股江苏恒

力，在南山区设立全球总部并建总部大楼，大楼未竣工已实现高

额税收的历史佳绩，本次并购双赢可期。

在实际工作中我区也观察到类似情况，区属国企围绕主业发

展需要投资并购区外企业落户我区，为我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例如我区一国资集团企业 2018 年对外并购了两家具有一级资质

的建筑业企业，通过与集团业务整合后，2019 年两家企业工程业

务量大爆发，当年即为我区建筑业总产值增长贡献 8.8 个百分点，

既实现了当年辖区建建筑业产值颗粒归仓，未来几年也将陆续为

我区税收作贡献。

以上情况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思路，通过深圳和区属国企并

购注资例子，举一反三，在稳增长、寻找新增经济量方面如区内

企业能主动出击，围绕我区产业发展方向，提前谋划布局下一个

风口中的潜力企业，做好风控管理，通过并购等方式迁入我区或

在我区成立新企业，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实现强强联手或资源互

补，变被动为主动，实现企业和政府双赢。

执笔：阮进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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