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资难、融资贵是个老
问题，真正有效解决，还需按
金融改革的‘快进键’！”3 月
4 日下午，在政协各界别小
组讨论会上，如何破解中小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成
为委员们讨论的热点。

不能让资金继续空转

统计显示，截至 2014 年
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
为 122.84 万亿元人民币，全
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
余 额 86.8 万 亿 元 ，是 2014
全国 GDP 总量 63.64 万亿元
的 1.93 倍和 1.36 倍。这么
多钱，到底去哪里了？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
工商联主席雷元江表示，“钱
在趴窝，没有用到需要它的
地方。”大量资金没有真正有
效地流入实体经济领域，而
是流入金融体系内空转或房
地产等投资领域和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大量信贷资源在
虚拟经济、资产投资领域“击
鼓传花”。金融服务与实体
经济需求不匹配，造成实体
经济资金供应不足，推高了
实体经济企业融资成本和经
营成本。

雷元江委员表示，从数
量看，截至 2014 年 12 月底，
全 国 实 有 各 类 市 场 主 体
6932.22 万户，其中，非公有
制中小微企业占绝大多数。全国金融法人机构 3949 家，
要服务近 7000 万户市场主体，力有不逮。从区域看，
中西部省份所拥有的金融机构及其服务网点、总资产规
模、总信贷规模等金融资源远远少于东部省份。从行业
看，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正在向中高端
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服务业、农业现代化有较大市场空
间，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
大量涌现，这就提出了对金融服务体制创新、机构创新、
产品创新和经营模式创新的众多新需求。

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作用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
的作用。”政协经济组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深
圳证券交易所前理事长陈东征表示，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是世界性难题，没有“灵丹妙药”。但资本市场是缓
解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资
本市场对小微企业的支持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他建议，加快推动城商行和农商行这些“小银行”在
A 股上市。陈东征委员介绍说，目前城商行和农商行承
担的中小微贷款比例超过 20%。2014 年，城商行对小微
企业的贷款比例为 38.72%，远高于 23.20%的行业平均
水平，明显比大中型银行的小微贷款占比更高。“但目前
的情况是，已经连续 8 年没有城商行和农商行在 A 股上
市了。”究其原因,陈东征委员认为，现在 A 股市场对上
市银行的总资产规模等要求过高，不利于充分发挥资本
市场在缓解融资难、融资贵方面的作用。

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普惠金融

“发展普惠金融是缓解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
方向。”全国政协委员、永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说。这也
是他今年带来的提案之一。

马蔚华委员建议，引导更多民间资本进入普惠金融
领域，构建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民间资本通常以民间
借贷的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贴近基层、链条
短，在开展普惠金融上具有先天优势。“民间资本进入金
融领域的最大挑战是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马蔚华委员
建议，消除各种隐性壁垒，以更开放的态度允许和支持区
域性中小型金融机构等设立与发展，为各类投资主体准
入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对于民间融资、民间借贷宜疏不宜堵。”在全国政协
委员、河北卫昌园林绿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卫
昌看来，只要政府引导，民间融资就有潜力成为实体经济
的重要融资渠道之一。他建议，政府应加快金融改革步
伐，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优化金融市场准入条件，加快
推动大型商业银行在基层设立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提供服
务的中小企业银行，在基层合理布局分支机构和营业网
点，扩大企业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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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4日，在全国政协民进界别委员
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
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卫表示，把“协
商民主”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是这次政
协报告的一大亮点。“报告强调人民政协
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要求，坚持改革创
新，加强制度建设，提升履职能力，归根
结底是要把政协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胡卫委员说。

在 2014 年的履职过程中，胡卫对
“实”字有颇深的感受。

作为教育界的委员，胡卫去年走访了
上海、海南、贵州等地，调研机构包括职业
学校、大学生创业基地、大学生创业孵化基
地等，既收获了启发，更发现了问题。启
发包括通过政府扶持破解大学生创业的
经费瓶颈、成果孵化配套机制建设等；问
题则包括大学生就业靠创业拉动“杯水
车薪”，解决大学生就业亟需产业转型和
现代服务业升级等。

调研结束后，大家就职业教育和大
学生创业、就业形成了两份详实的报
告。胡卫委员也结合自己的专业领域撰
写了《给职业教育自主权松绑》等文章，
并把调研后形成的报告和成果带到了全
国政协的双周协商会和专题协商会上。

“从选题、调研，到双周协商会上沟通协
商，国家领导人参加了、相关部委的领导
参加了，我们的调研成果最终落到了实
处，这是最关键的。”胡卫委员说。

“百姓的关切就是我们的关切。这
次调研有一项实实在在的政策落地，那
就是教育经费的增长部分用于发展职业
教育。”胡卫委员自豪地说。

文/本报记者 廉 丹

□ 调研成果落到实处

很欣慰

“体育产业是新兴产业、绿色产业，
也是朝阳产业，发展空间非常大。”3 月 4
日下午，北京铁道大厦，体育界别的委员
们认真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
情况报告，气氛热烈。

“给学生减负别把体育减了！去年，
我们到天津等几个地方的知名中学调
研，发现学生们负担太重。为了考试，学
校重视文化课，轻视体育课，学生体育素
质堪忧。我们的调研报告引起了有关领
导和部门的重视，目前正在推进这一问
题的解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体育用
品业联合会副主席马继龙说。

说起体育产业的窘境，不少委员纷
纷插话。全国政协委员姚明今年带来了
一份提案，建议学校体育课由以前每周
三四次课、每课 40 分钟改为每周两次
课、每课 80 分钟，避免学生刚热身完就
下课的情况；同时，打破行政班级的划
分，整个年级一起上体育课，分为足球、
篮球、羽毛球等兴趣组，学生根据喜好选
择性参加，提高学生上课的积极性。

“基层特别缺乏体育教师，有些县城
的学校也缺乏专业的体育教师。缺乏人
才，就很难推动全民健身，建议在教师培
训上加大力度。”山东口音的全国政协委
员卞志良插话说，他今年带来了 7 个提
案，都是围绕体育产业发展、提升全民健
身水平的。

文/本报记者 王 晋 常 理

3月 4日中午，当记者敲开全国政协
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副
理事长胡志斌的房门时，他正坐在电脑
前对自己的提案逐字逐句做最后推敲。

“作为政协委员，就要全力以赴，确保把最
好的提案提交到会上。”胡志斌委员说。

今年政协工作报告在总结去年工作
时明确提到，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制
度。这让长期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的胡
志斌委员感到很欣慰。

这些年来，胡志斌委员的调研足迹
遍布新疆所有县市。从阿尔金山高原到
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哪里有残疾人，哪
里就有他的身影。

在基层调研中，胡志斌委员发现这样
的情况：很多残疾人就业后，因为身体状
况，可能不到退休年龄就提前退休，而在
提前退休到正式退休年龄的这段时间里，
享受不到退休保障。作为促进残疾人平
等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新生力量，残疾人

社会组织尚无法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一方面，大部分残疾人社会组织还

处于起步孵化阶段，募集社会资源的渠
道狭窄，资金来源困难，有的甚至靠组织
内部自筹，很多工作都因为资源配置不
到位而被搁置；另一方面，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却因使用范围过窄出现大量沉淀的
情况，影响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胡志斌
委员建议，财政部应当根据《残疾人就业
条例》尽快制定出台残保金征收、使用、
管理的具体办法，明确并适当扩大残保
金的具体使用范围，使之发挥更大的社
会作用。 文/本报记者 韩秉志

□ 让残疾人事业发展更顺畅

3 月 4 日下午，坐在小组讨论的会
场，趁着开会之前的一点时间，全国政协
委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邸
瑛琪仍在埋头看着厚厚的专业书籍。

旁人看着枯燥的法律文件和政策法
规，从来不会让邸瑛琪委员厌倦，他善于
从文件里看出真意。2013 年，他自己做
了一个项目——《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法律
思想梳理》。他给自己这个项目取了个浪
漫的名字：让法治的天空更纯净。

加速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 2014 年，
对法律界人士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
对邸瑛琪委员也不例外。在调研中，他
有一次跟一位基层法院的院长聊天，邸
瑛琪委员问这位院长，“你最希望能解决
基层法院的什么难题？”院长回答说，“提
高基层司法人员待遇、化解基层司法人
员工作风险。比如，现在每个案件都要
求我们评估可能引起的信访风险，这个
压力太大了。”邸瑛琪委员又问他，“如果

只能解决一个难题，你选哪个？”这位院
长毫不迟疑地说，“化解风险！”这件事给
邸瑛琪委员的印象极其深刻，“可见，推
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公正具有多
么重要的意义。”回来之后，他将调研所
得写成了河南司法体制改革调研报告，
并通过省里报送到全国政协。

今年全国政协工作报告中，有808件
提案都是关于依法治国的。有这么多人
在关注法治中国，让邸瑛琪委员很高兴。
他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充满了信心，“希
望能早日看见一个在法治环境中成长的
中国！” 文/本报记者 佘 颖

□ 让法治的天空更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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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体育产业

“强健”起来

3 月 4 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进入小组会议阶段。图①小组会议现场，大家畅所欲言，气氛活跃。图②全国

政协常委李毅中在发言。图③经济界委员陆启洲在发言。图④农业界委员王鹤龄在发言。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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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建言献策——

去年，国家集中出台了一系列深化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政策，提出要减少
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完善和规
范高校自主招生、实施普通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等。系列政策一经出台，便引
发广泛热议。

长期关注教育事业的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表示，一定
要避免用应试教育的眼光、碎片化地来
解读这些改革措施。

他认为，长期以来，特长生加分项目
太多、分值太高、造假严重，取消和减少
部分加分项目是应该的。而且，整体来
看，取消并不等于不鼓励发展。

钟秉林委员一条一条数着特长生的

出路，“首先可以报考相关学校和相关专
业，当然这需要很高的水准；稍微差一点
的，高校自主招生中就要考察学科特长；
最后，这次改革明确提出高校招生要参
考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其中很重要的
一块就是各项特长。”总之，在新的考试
招生制度中，学生学到的本领总是有用
武之地的。“有了这么多层次的出路，就
没必要盯着用高考加分来提高学生学习
特长的积极性了！”钟秉林委员说。

文/本报记者 佘 颖

□ 切勿碎片化解读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与很多老百姓一样，委员们也十分
关心“水”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清华
大学化学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景虹正
是其中的一位。

当前，全国 70%的人口饮用地下水，
71%的城市开采利用地下水作为供水水
源，北方地区的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中地
下水占90%，并呈现日益增加的趋势。因
此，在李景虹委员看来，如何保护地下水
资源，合理开发与科学利用地下水资源，

缓解我国尤其是北方地区水资源紧张局
面，是未来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李景虹委员通过调研发现，我国地下
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过量开采，导致水
文地质灾害、地下水资源污染较为严重、
地下水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对此，李
景虹委员建议，应加强地下水资源基础
科研工作。

同时，李景虹委员还建议，制定专门
地下水水质保护法规，明确要求各级政

府制定水质保护方案，并严格按照批准
的保护方案对地下水水质实施保护。此
外，还应编制地下水水质保护方案的技
术指南，以指导和规范各地保护方案的
制定和实施。

“需对地表水、地下水资源按流域
进行统一管理，严格执行取水许可证制
度。由于气候等因素可能导致可采水
资源量发生变化，取水许可证应规定有
效期，期满重新进行核定。相关的水质
标准和技术指南，也应当及时更新。”李
景虹委员说。

文/本报记者 董碧娟

□ 切实加强地下水资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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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4 日下午，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讨论即将提

交的议案。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邵志清代

表（右一）关于社会信用促进法的议案引发了记者关注。

会后，面对围上来采访的记者，邵志清说，来，我们建个

群！于是大家就互相扫起了二维码。

本报记者 佘惠敏摄

“来，我们建个群！”

“百姓的关切就是我们的关切”
——全国政协分组讨论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