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多年前我在国务院国资委工作的时
候，就曾经试过搞混合所有制。但当时国有
资产大量亏损，优质资产不多，就停掉了。”全
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
原部长李毅中说，“现在国有资产质量有了很
大提高，推进混合所有制的时机到了。”不过，
混合所有制毕竟是个新生事物，应如何“混
合”才更具活力？代表委员们围绕这些议题
展开热烈讨论。

多方共赢——

企业政府社会均受益
在全国人大代表、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

金看来，混合所有制将真正做到市场机制的
多赢，“首先，对国有资本有利，因为提高经营
效率，对原有资产就起到了保值增值作用。
其次，对民企也有好处，通过与国企的合作，
民营企业能进入更多领域，两者相互促进，真
正转变机制。”

除了国企和民企，混合所有制的赢家还
有 3 个。王均金代表说，“一个是国企的员工
和经营团队，原来对国企员工的奖金、激励措
施有很多限制，而‘混合’以后，增值部分大家
都可以分享。还有两个赢家是政府和社会。
企业搞得更好了，政府税收也会多。对社会
来说也是‘赢’，搞得好的企业越多，社会经济
成分中的健康细胞活跃程度就越高。”

对此，不少代表委员都表示认同。他们
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促进国有
资本和民间资本的深度融合，能够使民间资
本和国有资本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发挥各

自优势，实现共同发展。

试水前行——

多种投资方式皆可行
现实中，混合所有制已在“试水”前行。

“中石油已搭建了未动用储量、非常规等 6 个
合资合作平台，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集团董事长周吉平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路总公司副总经
理彭开宙给记者举了个例子：“1800 公里长
度的内蒙古煤炭输出大通道，这条铁路里铁
路总公司占比不到 20%，民资占比 13%，其
他是神华、华润等国有大型集团。这个混合
所有制就是在项目上实行民资直接投资。”

目前，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过程中，民营
企业的资本实力相对较弱，特别是在铁路、石
油等高投资的行业中，这一点更为突出。对
此，李毅中委员表示，“发展混合所有制中要
解决民企资金实力不够雄厚的问题，可以采
取基金的方式，由多个民企组合成一个主体
去参与国企的混合所有制。”

“铁路总公司正在探索建设面向全社会
的国家铁路发展基金，政府支持，适度引导，
给予固定回报。今年上半年会有基金操作性
办法出来。”彭开宙委员表示。

创新方式——

态度积极，行动稳妥
当前，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对发展混合

所有制跃跃欲试，但是也有一个共同的担忧，
那就是产权流失。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完善产权保护
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
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说出了大家的
心声。”全国人大代表、中天钢铁集团总裁董
才平说。

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产权该如何保护，
股权应如何划定？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国
资委副主任黄淑和表示，在推进国企股权多
元化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过程中，不能
搞“一刀切”，将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每个企
业的方案。“比如，确定一家企业股权比例时，
会综合考虑国家是否控制、控制到何种程度、
企业实际的发展需求等因素。”

全国政协委员、民营企业复星集团董事
长郭广昌的想法颇有新意，“混合所有制可尝
试采用多元化的创新方式深入融合。”他建
议，可以推广杭州的创新做法，将国有资产以
优先股的形式部分留存在改制后的企业，既
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也保证了民资对
企业经营的话语权。优先股要求稳定回报，
又成为企业经营者不断提升运营效率和盈利
水平的硬约束。

要让混合所有制“活”而不“乱”，核心的
一点是要做好产权保护，加强监管。郭广昌
委员提出，“可以尝试设立国企改制评估委员
会作为‘裁判员’，监督改制的全过程。委员
会可以由第三方专业人士、职工代表等组成，
并拥有一票否决权。”

中国经济发展要有活力，必须增强各类
所有制经济的活力。把所有制“混”起来，是
为了让中国经济进一步“活”起来。

向“ 混 合 ”要 活 力
本报记者 来 洁 佘惠敏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亿
达集团董事局主席孙荫环认为，新型城镇
化蕴藏着巨大的潜在投资需求，如果能够
在融资方面取得新突破，提供安全可靠的
中长期资金，这种潜在投资需求就会变成
现实需求。

孙荫环建议，探索建立多元化城镇建
设投融资机制，拓展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渠

道。一是创造条件发行市政收益债券，鼓
励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建设债券，扩大经营
性建设项目直接融资规模。二是大力发展
产业化基金，吸纳社会闲散资金投向高新
产业、现代服务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经营
性领域。三是充分利用开发性金融工具。
四是鼓励和引导有实力的民营资本，积极
参与市政公用企事业单位的改组改制。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重解决好现有

“三个 1 亿人”问题，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勾

勒出了一个全新的“三维坐标”。

第一个“1 亿人”，意味着要把其中有

能力并有意愿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居住

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

统计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约为 2.6

亿。他们中的不少人尽管生产方式已经非

农化，生活方式也已逐渐城镇化，但身份依

然是农民，游离于城乡之间。按照第一个

“1 亿人”的要求，他们将成为未来政策红

利 的 直 接 受 益 者 ，依 照 路 线 图 ，预 计 到

2020 年，1 亿人将彻底脱离半农半城又非

农非城的尴尬境遇，落户城镇。

当然，从数量上讲，1 亿人只占农民工

总量的三分之一强，但显然，这个好的开始

意味着解决存量问题的第一步即将迈出。

第二个“1 亿人”，意味着要加强城镇

化管理创新，不能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棚户

连片，要改造城中村。这既有利于解决城

市内部的二元结构问题，也有助于城市“夹

心层”改善基本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降低

了城镇化的“门槛”要求。据统计，我国目

前保障性安居工程中一半的任务是棚户区

改造。可以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开

展成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新型城镇化

工作大局。

当然，在推进的过程中，有关部门也要

尊重财政能力和土地资源等条件，合理把

握规模和节奏。

第三个“1 亿人”，是基于中西部地区

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能力和经济发展潜力提

出来的。

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东部

地区经济带相比，中西部地区产业发育明

显不足，城市发育同样滞后，这在一定程度

上加剧了人口和资源不均衡流动。而今，

中西部地区已经启动新一轮发展引擎，尤

其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指导下，这些地

域发展与吸纳人口的潜力不容忽视。

新型城镇化的
“三维坐标”

乔金亮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亿达集团董事局主席孙荫环——

寻求融资渠道新突破
本报记者 苏大鹏 祝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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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重解决好现有
“三个 1 亿人”问题，引起了代表委员的广泛
关注。

“三个 1 亿人，既提出了城镇化的目标，
又揭示了人口变动的规律，在城市打工的 2
亿多农民工至少有 1 亿人要落户城镇，真正
成为城里人。”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张大卫表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大概念、大趋势，然而，
具体到操作层面，则不仅关系养老、社保体
制的对接，更涉及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等问题，新型城镇化全面落实
还有相当的难度。

破除“篱笆墙”——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可考虑借鉴居住证制度，而后进

一步探索放开户口

在城市里工作生活，却没有“城里人”的
身份，农民工群体都遭遇了身份的尴尬。全
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宣城市市长韩军认为，
从制度层面看，现行的户籍制度不利于流
动，没有向农民工开放。要真正促进约 1 亿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是个

绕不过去的问题。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之一就是

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户籍随着人‘流动’
了，才能真正地做到一视同仁。”韩军代表建
议，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户籍管理方式，可考
虑借鉴居住证制度，而后进一步探索放开户
口。当然，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是紧密相连的，如何让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到
与城市人口同样的公共服务，是今后需要着
力解决的一个难题。

打破“玻璃门”——

探索成本分担机制

可以考虑形成各级财政、社会资

本、农民个人共担的机制

“吉林通化是个老工业基地，棚户区多，
改造难度大。”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通化市
市长田玉林说，“为解决这一问题，多年来我
们进行了多方探索，譬如通过‘暖房子’工程
改善居住环境，把触角延伸到农村泥草房、
林业棚户区、工矿棚户区等领域。粗算下
来，有四分之一的城市居民成为城市棚户区
改造的受益者。”

在全国政协委员、力帆集团质量中心成

品检验部组长邹先荣看来，解决好“三个 1
亿人”问题，关键是要创新成本分担机制，破
解农民工落户巨额成本消化难题。“譬如说，
可以考虑形成各级财政、社会资本、进城农
民个人共担的机制。”此外，他还建议，逐步
构建起包括公租房、廉租房、集资建房等在
内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确保农民工进城
住有所居。

“城中村的改造和棚户区的拆迁是一项
系统工程，除了依靠政策的支持，更需要引
导社会资金的注入，探索多元化城镇建设投
融资机制。”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南阳市委
书记穆为民表示。

产城互动——

破解就地城镇化难题

推进新型城镇化，要产业规划和

城市空间规划并行

从地域分布看，我国目前呈现明显的
“东密西疏”格局，如何让大中小城市和东中
西部协调发展，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
镇化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推进新型城镇化，要产业规划和城市
空间规划并行。”穆为民代表说，一方面，要
提前完成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提供安居乐
业的条件。另一方面，产业是核心要素，以
产业集聚区作为吸纳人口转移、产业集聚的
主要载体，围绕其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和城镇
体系，加快产城互动融合发展。

“在一些人口较少地区，就近城镇化有个
集约问题。”田玉林代表表示，城镇规模过小不
利于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建议集中建设3
万人口以上的小城镇，保证城镇功能完备。

在穆为民代表看来，解决就近城镇化，
可以是市、县城、中心镇和村庄 4 级并存的
状态。“县城和中心镇是就地实现城镇化的
重要载体和支撑，而县城又是吸纳农业人口
转移的主阵地，可同时解决就业难题。如果
条件成熟，可支持基础条件好、功能完善、人
口集聚能力强的县，发展成为 30 万以上人
口规模的城市。”

“三个 1 亿人”要当“城里人”
本报记者 谢 慧 李己平 赵淑兰 董碧娟

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

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全国两会召开之前，谢智波在福州街头

调研城市小广告问题。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谢智波是福建福州市鼓楼区华大街道华林路

清扫保洁组组长，曾获“全国优秀农民工”称

号。他建议，保证环卫工人工资增长持续

可行。

新华社记者 王 申摄

全国人大代表李连成（前中）是河南省濮

阳县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他的雄心壮志是

把西辛庄村建成中国首个“村级市”。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在北京会议中心，来自重庆的全国政协

委员邹先荣（左）和严琦委员交流提案。作为

重庆力帆集团质量中心成品检测部组长，从

农民工成长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邹先荣格外关

注相关议题。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在代表团驻地，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织金县蔡群苗族蜡染刺绣有限公司创办人蔡群（中）

正在与代表交流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重要内容。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混合所有制经济具有 3 大优势：一是有

利于优化企业产权结构，规范企业管理，提升

企业经济实力和发展动力；二是有利于发挥

国有资本的经济带动功能，以国有资本控股

投资方式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带动民间资

本参与重大经济社会项目建设；三是有利于

发挥国有资本的经济杠杆功能，以国有资本

参股投资方式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促进非

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常委、湖北省工商联

主席 赵晓勇

（本报记者 祝惠春整理）

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

在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过程中，

要更多引用战略投资机构，完善治理结构

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一套能够完全适应

市场竞争的企业运行机制，重心是完善现

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发展混合所有制态度要积极，行动措

施要稳妥缜密。目前，我们已有一些思路，

例如将采取相应措施，明晰产权关系、产权

登记、完善公司章程、规范公司治理、加强

资产监管等。推进混合所有制，前期最重

要的是把方案做好，最早行动的应当是汽

车、金融业等竞争性领域的国企。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国资委

副主任 黄淑和

（本报记者 佘惠敏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