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 牛 瑾 胡文鹏

美 编 夏 一 吴 迪

本版邮箱 jjrbjrcj@163.com

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市今年起实施“赶超发展三
年超万亿元投资计划”，努力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
资结构，振兴实体经济。目前已有 12 批 164 个“百亿
元工程”开工。统计显示，上半年，温州市实现固定
资产投资近 1190 亿元，同比增长 17.7%。其中 58.6%
为民间投资，增速达 18.8%，高出浙江省平均水平 2.9
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在温州市近年来一直很活跃。如今，温
州更是因势而动，率先破除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玻
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在城市交通及基础设
施、金融、能源、民政、教育和医疗等领域，最大限
度降低准入门槛、统计门槛，让创业创新创造的能量
充分释放。《温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2008 年以来，温州市民间投资占全年全社会完
成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总 额 的 比 例 ， 每 年 均 保 持 在 60%
以上。

今年，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
温商回归的若干意见》，并出台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

“双十条”升级版和政府助企强攻“新十条”，积极搭
建平台、保障用地，鼓励内外民资互动，民资国资混
合。今年上半年，全市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405.26 亿
元，其中省外温商回归引进到位资金就达 214.04 亿
元，同比增长 22.7%。在引进的央企和国资项目中，
都有民资踊跃参与。

随着 《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 实施，温州为
民间资本设计了 4 大投资途径，让几个亿、几千万、
几百万和几十万、几万元资金均有“用武之地”：目
前，7 家农合行股改吸纳民资 43.8 亿元；刚获批筹建
的温州民商银行拟注册资本金 20 亿元；该市 45 家小
额贷款公司有 360 余家企业入股，吸引民资 111.9 亿
元；11 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也吸引民资 12.5 亿元；
市 域 铁 路 S1 线 项 目 首 开 国 内 轨 道 交 通 民 间 募 资 先
河，首创“幸福股份”，三期共募集资金超 34 亿元。
目前，温州正在积极推进瓯飞围垦项目，准备启动

“蓝海股份”，向民间筹资 8 亿元；而温州龙湾国际机
场二期工程，也计划将新候机楼前建筑面积 12 万平
方米的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建设向民资开放，预计吸
纳民资 60 亿元⋯⋯

温州经济目前虽尚未走出困境，但企稳迹象明显。
今年上半年，全市 28 项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增长的有 26
项，民间投资已成为温州加快赶超发展的重要支撑。

日前，银监会正式批准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温州民商
银行、天津金城银行 3 家民营银行的筹建申请。银监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试点银行的筹建方案均是在现行商
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框架下制定的，持续经营也要符合
监管法规统一要求，与现有商业银行公平竞争。3 家银行
在发展战略与市场定位方面各有特色，目标是为实体经
济发展提供高效和差异化的金融服务。

具体而言，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将办成以重点服务个
人消费者和小微企业为特色的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定位
于主要为温州区域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小区居民、
县域“三农”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天津金城银行将重点发
展天津地区的对公业务。

按照要求，民营银行坚持纯民资发起原则，一方面将
引导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服务实体经济
发展，防止民间融资市场因渠道不畅、操作不规范等原因
积聚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这些新进入银行能够发挥“鲶
鱼效应”，进一步优化改善现有金融生态环境，更好地实
现小微企业和城乡居民的金融权利。

作为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一步，民营银行既拓展了
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又有利于促进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
发展。但对于民营银行的发展也不能盲目乐观。传统的大
银行具有存款优势，使其资金成本相对较低。民营银行缺
乏经验和成熟客户源，在风险管控上面临流动性、监管严
格、利率市场化、竞争日趋激烈等各种挑战。此外，客户对
民营银行的信任度也需要培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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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

民资成发展驱动力
本报记者 张 玫

近日，记者在山东潍坊滨海采访期间，正碰上华创
机器人项目的试生产。华创工业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董
事长汤承龙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这个项目的总投
资有 12 亿元，主要研发生产医疗、保健机器人，现在
已完成投资 2 亿多元，后续工程正在加紧推进。”与此
同时，在潍坊工业区内，潍坊渔港、海纳水下机器人、
华春医药等 142 个海洋产业重点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地施
工建设。“这些重大项目几乎都是民间投资的。”潍坊市
副市长、滨海区党工委书记王树华说。

在山东省，民间投资支撑产业发展的事例到处可
见。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山东省共完成民间投资
14333.4 亿元，增长 19.1%，增速高于全省固定资产投
资 1.9 个百分点；投资额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 81.5%。
民间投资，正引导着山东经济结构和发展质量的改善。

据记者了解，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改革
释放的红利。简化审批程序、放宽进入领域等政策，坚
定了民营企业家的发展信心，激发了民营经济的活力和
创造力。山东省工商局局长牛启忠告诉记者，截至今年
６月底，山东省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总量为 433.9 万户，
同比增长 18.4％，占到山东省各类市场主体总量的
96％以上。其中，今年上半年，山东省新登记民营经
济市场主体 42.6 万户，注册资本 （金） 达 4195.8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48.1％和 152％。

另外，日渐放宽放活的金融服务是山东民间投资
大幅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去年 10 月，山东省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规范发展民间融资机构的意见》。截至今
年 6 月末，全省民间融资机构达到 473 家。其中，民
间资本管理公司 416 家，注册资本 240.53 亿元，上半
年累计投资额达到 130.76 亿元。目前，全省发行中小
企业集合票据企业已达 91 家，累计融资 64.1 亿元，居
全国首位。

为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的投资热情，今年 7 月初，
山东省从改善市场准入、完善金融服务、加大财政扶
持、保证平等用地、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等方面出台
10 项措施，加快推进交通、能源、金融等领域向民间
资本开放，为民营企业营造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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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8日，记者走进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的
安徽燕之坊食品有限公司的粗粮生产车间，看到一袋
袋粮食整齐地码放在地上，即将销往全国各地。作为
一家民营企业，燕之坊以其特有的“公司+基地 （农
户） +市场”的全产业链经营模式和全国范围内“农
超对接”的经营方式，实现了粗粮的规模化、标准化
和品牌化运作。

据介绍，今年以来，包河区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
准入门槛，有效带动了民间资本的投资动力。初步统
计，今年上半年，该区民间投资对城镇投资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 105.36%。

“当前，民营经济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包河区
要想扩大在安徽省的领跑优势，必须鼓励民营资本进
入更多领域，推动民营经济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更好
的发展。”包河区委书记胡启生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

据了解，目前，包河区的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工

业、房地产、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投资方式
由传统的独资向参股、控股、特许经营等多种方式转
变。据初步统计，今年上半年，该区民间投资达
259.43 亿元，同比增长 46.83%，快于全社会投资
26.63 个百分点，占全社会投资比重为 55.4%，同比
提高 10.06个百分点。

除流向实体经济之外，民间资本在教卫文体及养
老事业中扮演的角色也在发生着变化。今年 3 月，该
区淝南家园幼儿园、紫竹苑幼儿园和琥珀新天地幼儿
园 3 所首批公建民营幼儿园正式开园招生。所谓

“公建民营”，即政府出钱建园，建成后以零租金方式
交由专业办园机构管理，要求承办方按照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标准进行收费，同时政府每学期给予幼儿园生
均补贴，以此实现降低幼儿园收费的目的。“公建民
办”，让政府甩掉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又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入公办幼儿园难、入民办幼儿园贵的问题，
成为包河区探索民间投资方式多元化的一个亮点。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统计公报中，民间固定

资产投资“20.1%”的增速很打眼。同时，在上半年

21 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来自民间资本的占比超

过 65%。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是通过包括投

融资体制改革在内一系列改革取得的成果。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对于稳增长、调结构，对

于 提 高 资 源 配 置 效 率 和 经 济 发 展 质 量 具 有 促 进 作

用 。 为 民 间 投 资 创 造 更 宽 松 环 境 、 争 取 更 公 平 待

遇，也是近年来我国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项重

要任务。但客观说，此前出台的几个促进非公经济

发展、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政策虽取得了一定进

展，但还有很大的空间。民间资本的潜力未能充分

挖掘，民间投资的表现与社会期待有不小差距。究

其原因，是一些体制机制层面的障碍没有破除，一

些相关管理部门和行业囿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民间

资本的进入大多只在原则上认可，而少有实质性措

施推进。在一些民间资本期待进入也能够发挥更大

作用的领域，有太多不必要或变相的前置审批、不

当管制与歧视性待遇，使民间资本频遭“玻璃门”、

“弹簧门”、“旋转门”。

但可喜的是，近段时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召开以来，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密集出台，这样

的状况已有了明显改变。比如，政府推出“负面清

单”管理方式，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法

无授权不可为”，让民间资本拥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和决策权力；同时，对 80 项具有自然垄断性质、过

去以政府资金和国企投资为主导的项目向民资全面开

放；推出针对小微企业和大学生就业环节的减税政

策；取消企业最低注册资本限制；3 家试点民营银行

获得筹建审批⋯⋯这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切实加快了政

府职能转变，改变了对民间投资“限制多、监管多、

服务少”的局面；另一方面，完善了相关制度设计，

起到了合理引导民间投资的作用。

当然，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的发展，充分激发

其活力，必须深入触及投资体制改革的核心。要改变

已经固化的投资体制和利益格局，必须狠下决心，按

照已经明晰的路线图全面深化改革。

以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项目为例：此类项目投

资额度巨大，回报周期长，需要引导民间资本组建投

资联盟，让分散资金发挥聚合效应。这期间，民营银

行或投资组合应当得到与传统银行和国企投资组合同

等的国民待遇，能够获得同等的政策性补贴、税收减

免和政府注资等。而在等待投资回报的过程中，让民

间资本的预期利益不受不应有的损失，也需要更多刚

性保证。又如，民间投资与垄断资本传统的权利不对

等，有可能导致其利益受损。民间投资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退出，能否获得与其投资额度相匹配的经营管理

权限等，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目前，民间投资潜力很大。需要进一步深化改

革，赋予各类市场主体同等国民待遇，民间资本的积

极性才会进一步激发出来。

挖 潜 空 间 依 然 很 大
朱 磊

安徽包河区——

多 元 投 资 活 力 足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汪 韵

8 月 6 日，河北沙河安全实业有限公司正在建设节

能减排综合设备。沙河是全国最大的玻璃生产基地，在

政策激励下，当地民企积极参与环保设施建设，投资 8

亿多元，实现了 42条生产线的清洁生产。

本报记者 雷汉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