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洛一套表调查单位增势强劲 

2022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总要求，深入开展“三百四千”工程，始终牢固

树立抓市场主体就是抓发展的理念，不断推动经济持续较快恢复，全市一套表调

查单位增势强劲。 

一、2022 年一套表调查单位基本情况 

  （一）一套表调查单位数量快速扩张 

2022 年末，我市在库调查单位总计 1650 户，同比增长 14.2%。“五上”

企业 1081 户，同比增长 20.2%。其他有 5000 万元以上的投资法人 569 户，同比

增长 4.2%。 

分县区看，在库的一套表调查单位，商州区数量最多，占比最大，占到 21.5%，

其次是山阳县和镇安县，分别占到 14.9%，14.7%。七县区与上年同期相比，一

套表调查单位数量均处于增长态势。 

各县区一套表调查单位数及占比 

名称 数量（个） 占比（%） 

全市 1650 

 

商州区 355 21.5 

洛南县 208 12.6 

丹凤县 228 13.8 

商南县 198 12.0 

山阳县 246 14.9 

镇安县 243 14.7 

柞水县 172 10.4 

分专业看，其他有 5000 万元以上投资项目法人单位 569 户，占全部在库

单位的 34.5%，工业 335 户，占全部在库单位的 20.3%，批发零售业 255 户，占

全部在库单位的 15.5%，服务业 117户，占全部在库单位的 7.1%，比上年同期提

高了 2.8 个百分点。 



分专业一套表调查单位数及占比 

名称 数量（个） 占比（%） 

总计 1650 

 

工业 335 20.3 

建筑业 171 10.4 

批零业 255 15.5 

住餐业 121 7.3 

房地产 82 5.0 

服务业 117 7.1 

投资法人 569 34.5 

  

（二）新增入库单位高于去年同期 

2022年全年新增调查单位总计 353户，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8.1%；其

中，“五上”企业新增 230户，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44.7%。 

分县区看，七县区新增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有升有降。其中：增幅较大的

是洛南县和商南县，分别增长 68.4%、60.7%。新增数量较多的是商州区和洛南

县，分别新增 67户、64户。 

2021-2022年各县区一套表调查单位新增数量 

县区 2022年（个） 2021 年（个） 增长（±%） 

全市 353 299 18.1 

商州区 67 69 -2.9 

洛南县 64 38 68.4 



丹凤县 48 36 33.3 

商南县 45 28 60.7 

山阳县 54 55 -1.8 

镇安县 42 38 10.5 

柞水县 33 35 -5.7 

  

分专业看，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最快的是服务业，增长 10.8 倍。批零

业和建筑业分别增长 32.6%、30.4%。工业、住餐业、其他有 5000 万元以上投资

项目法人增幅下滑。 

2021-2022年各专业一套表调查单位新增数量 

专业 2022年（个） 2021 年（个） 增长（±%） 

总计 353 299 18.1 

工业 33 36 -8.3 

建筑业 30 23 30.4 

批零业 57 43 32.6 

住餐业 31 33 -6.1 

房地产 20 19 5.3 

服务业 59 5 1080.0 

投资法人 123 140 -12.1 

（三）服务业净增单位占比最大 

2022年全年净增调查单位总计 205户，“五上”企业净增 182 户。净增最

多的县区分别是商州区、镇安县、商南县，分别净增 47户、38户、35 户，分别

占全市净增量的 22.9%、18.5%、17.1%。 



商洛市分县区一套表调查单位数及占比 

名称 数量（个） 占比（%） 

全市 205 

 

商州区 47 22.9 

洛南县 13 6.3 

丹凤县 28 13.7 

商南县 35 17.1 

山阳县 20 9.8 

镇安县 38 18.5 

柞水县 24 11.7 

  

分专业看，净增最多的是服务业，净增 55户，占全市净增量的 26.8%。 

商洛市分专业一套表调查单位数及占比 

名称 数量（个） 占比（%） 

总计 205 

 

工业 17 8.3 

建筑业 27 13.2 

批零业 45 22.0 

住餐业 20 9.8 

房地产 18 8.8 

服务业 55 26.8 



投资法人 23 11.2 

  

二、存在问题 

（一）排名靠后。2022年末，与全省比：我市在库企业数仅占全省 3.63

万个的 4.5%，略高于杨凌和铜川，数量处于第九位。从行业看：规上工业、资

质内建筑业、限上商贸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重点服务业数量仅占全省的 4.3%、

4.0%、3.4%、2.8%、2.8%，占比位次均靠后；从陕南看：只占汉中 3085 个、安

康 3261 个的 53.4%和 50.6%，差距较大。 

（二）实力较弱。如果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量的扩张而非质的提升，就会导

致市场主体对外竞争力不强。商洛经济未得到质的提升，根本原因在于起主导作

用的大型企业太少。全市 1650户一套表调查单位中，大型企业只有 6户，其中

工业 2户、贸易 2户、建筑业 1户、服务业 1户，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强。 

（三）库存不稳。一方面，退库企业多，受疫情冲击等原因，当年入库、

次年退库的现象比比皆是。截至 2022年末，累计退库数高达 118户，其中，“五

上”企业累计退出 50 户，退库较多的行业为：规上工业 13户、限上商贸业 25

户，建筑业 9户。“五上”企业退库较多的县区为商州区和山阳县，分别退出

20户、14户。另一方面，入库意愿低，企业普遍存在逃避监管行为，加之申报

材料较多，导致入库积极性不高。全市在库 5 年以上的只占到 57%，充分表明“五

上”企业库质量不高。 

  三、几点建议 

（一）准确把握新的增长点，有针对性地发展新领域的企业。一方面是加

大转型升级步伐。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加快制造业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扩

大商洛在矿产资源、医药产业等领域的自然优势，提升产业向纵深方向发展；加

大传统企业技改力度，包括企业环保设施的升级改造。另一方面是要加大创新驱

动力度。加快先进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发展，着力培育发展高端装备、电子信息、

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传统零售企业开

展网络零售，不断开辟营业收入增长新渠道。 

（二）加强监管力度，稳定在库企业。各职能部门要密切关注企业经营状

况，大力推动降低企业成本，在贷款和缴税方面给予最大的政策支持，使企业能

够稳定获利不断扩大规模；发挥财政资金带动作用，通过投资补助、资金注入等

多种方式，扩大企业融资渠道，增强企业盈利空间；各职能部门要及时掌握企业

发展情况，积极培育优势企业，发掘利润增长点，鼓励企业做大做强，防止在库

企业因经营不善而导致的退库。 

（三）夯实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各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组织开展

摸排，准确掌握各类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针对发现的问题，采取措施，分类推



进。对重点培育的一套表单位要制定“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措施，在企业需求，

政策落实等方面倾斜支持，鼓励引导各类中小微企业，实现“小升规”、“户转

企”、“企业转法人”，为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企业在商落地

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