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发个言，题目是救救中国的制造
业！现在，‘国人不爱买国货’的消费趋势
明显，不少家庭给孩子喝外国奶粉，穿的、
用的也从国外买。我在法国巴黎时看到，好
多店里中国人在排队，他们买的商品有的并
不高端、并不前沿。这真是中国制造的悲
哀。”全国政协委员、林达集团董事局主席
李晓林感触颇深，“为什么国人对国外产品
趋之若鹜？这值得我们深思。怎么把中
国制造业搞上去，把消费拉回国内来！”

话音刚落，掌声一片。
3 月 8 日上午，在全国政协民建界别

联组会议上，15 位委员争先发言，有的委
员站起来才抢到发言机会，气氛非常热烈。

大家聚焦“中国制造2025”、产业转型、技术
升级、治理大气污染等热点话题建言献策，
问的直奔主题，与会的相关部委领导认真
听、仔细记，现场回应了委员们的问题。

“我发言的题目是大力支持企业技术
改造，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全国政协
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李谠开门见山，“首
先，技术改造符合工业发展规律，国际、国
内都有成功经验。美国、西欧在上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
的 50%到 69%，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和
产业升级。在我国，2009 年到 2015 年，
通过技改，中央财政每年投入 1 个亿，拉
动投资 20 亿元，新增工业产值 30 亿元，
既提高了资本要素水平，也提升了产业盈
利能力。其次，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有利于

扩大有效需求，会形成对中高端新产品、
新材料的有效需求。同时，技术改造也是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再
次，推动技术改造也是落实‘中国制造
2025’的重要途径”。

如何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她提出 4 点
建议：在“十三五”规划的框架下，制定全
国、地区和行业技术改造规划，引导企业
和社会资金投向；进一步加大对技术改造
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用财税、考核等
多种措施调动地方政府对技术改造的积
极性；加大金融机构支持力度，拓宽技术
改造的多元化融资渠道。

“我对中国制造的振兴谈几点看法。”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民建北
京市委主委王永庆接着补充，“第一，要关

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均衡关系。现在
出现了实体经济资金流入虚拟经济的虹
吸现象，建议相关部门关注这种现象，在
虚拟经济过热时予以调控。第二，振兴实
体经济，产业政策非常重要。能否请社会
公众包括专家学者对产业政策定期进行
评估，这样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协调地推
进工作”。

“我的发言题目是统筹推进‘中国制
造 2025’，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制
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推进制造业
集聚区改造升级，培育若干先进制造业中
心来推动‘中国制造 2025’的实施，这也
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我建议，把黑龙江省纳入国家制造业发展
总体布局予以重点支持。”全国政协委员、
黑龙江省副省长孙东生说。

对此，孙东生委员提出几条建议：一
是加快出台“中国制造 2025”标准化参考
框架，使企业了解短板在哪里，便于精准
发力；二是着眼未来制造业发展模式，统
筹制定推广计划和人员培训计划，加强智
能化生产模式的推广和相关人员培训；三
是搭建工业强基公共信息平台，调动各方
积极性，充分发挥民间的智慧。

“各位委员谈到的问题事关我国长远
发展，很多事情都讲到点儿上了。”听完委
员们的建言，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党
组成员辛国斌回应说，大家对“中国制造
2025”很重视，也给予很高期望，提出了不
少好建议。谈到“国人不爱买国货”的问
题，他说，这既有生产组织方面的问题，也
有企业在产品标准等方面的问题，还有人
们消费习惯、消费心理的问题，“中国已是
世界制造大国，如何变成制造业强国，值得
好好研究。今天，我们会把委员们的好建
议带回去，共同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

全国政协委员与相关部委负责人展开对话——

“中国制造”如何留住“中国消费”
本报记者 王 晋

“国人不爱买国货”，既
有生产组织方面的问题，也
有企业在产品标准等方面的
问题，还有人们消费习惯、消
费心理的问题。要把制造业
搞上去，把消费拉回国内，一
要 加 快 出 台“ 中 国 制 造
2025”标准化参考框架；二要
着眼未来制造业发展模式，
统筹制定推广计划和人员培
训计划；三要搭建工业强基
公共信息平台，调动各方积
极性，充分发挥民间智慧

去产能，那些行业、企业和职工出
路又在何方？围绕这些话题，全国政协
社科界的委员们展开了激烈讨论。

“搞好去产能的前提是防风险。”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
主任施芝鸿说，“我国去产能的任务
很重，尤其在钢铁、煤炭等行业，预计
会涉及职工 180 多万人，这使我想起
1998 年时上海率先打起的纺织产业
去 产 能 攻 坚 战 ，当 时 有 55 万 上 海 纺
织女工下岗”。

施芝鸿委员介绍，当时上海市委提
出，去产能攻坚既要发挥出壮士断腕的
勇气，又要有精心操作的智慧。既坚决

把产能压下来；同时企业和政府创办下
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充分发挥了蓄
水池、过河桥的作用，给下岗分流的 55
万纺织职工一个缓冲期，从而顺利过渡
到再就业。

“当时，东方航空公司在下岗纺织
女工中招了一部分工，当‘空嫂’，上海
地铁招了一部分去做乘务员，叫‘地
嫂’。上海很多街道又招收下岗女工做
社区服务人员，叫‘邻嫂’，再就业问题
得以顺利解决，纺织业去产能做得非常
稳妥。”施芝鸿委员说，“如今，怎么把去
产能和防风险有机地结合好，我觉得也
可以借鉴已有的好经验”。

“来来来，我给你们讲个故事。”靠这句话，在全
国政协经济界别 37 组的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原
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成功抢到了话筒。

“你们都知道，招商银行总部在深圳。可你们知
道 2015 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是多
少吗？”看没有人回答，马蔚华委员伸出 4 个手指头
说，“4.05%！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以色列和韩国
超过 4%，是世界顶尖水平。”这些年，马蔚华委员在
深圳这座创新之城看到了一大批创新型企业，除了
华为、腾讯等大企业，更多的是中小企业。“不要小看
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 70%的
创新成果来自中小企业。”马蔚华委员将这些高成长
性企业看作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

“中小企业成长的最大难题是融资。”马蔚华委
员解释说，“不是银行不给力，实在是这些科技含量
高、成长性好的企业生存风险比较高。在我国以间接
融资为主的体系里，我们不敢放贷给他们啊。因为企
业一旦失败就血本无归，而且失败比例还很高”。

为解决这一问题，马蔚华委员去美国调研，发现
硅谷等地的银行通过投贷联动，将债权转化为股权，
提高了银行的投资意愿，很好地支持了中小高新企
业的发展。2010 年，招商银行启动“千鹰展翼”计
划，不用抵押、不用担保，专为中小企业中的创新型
成长企业服务，其主要创新做法就是投贷联动。“一
共投资了 1 万家中小企业，其中不少已在创业板、中
小板上市。”马蔚华委员很自豪当年取得的成绩。

对银行而言，这也是拓展业务的有效渠道。借
助“千鹰展翼”计划的实施，招商银行逐渐建立起一
个私募股权投资的金融“超市”。但直到马蔚华委员
退休，这项计划也只在招商银行内部推广，受益企业
有限，这一直是他的憾事。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里，他一眼就看到“投贷联动”这4个字。这下他可激
动了，“我很高兴投贷联动已经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
这将是现代金融体系下最有效的支持中小企业的措
施”。马蔚华委员盼望着这项措施能尽快落实。

文/本报记者 佘 颖

马蔚华委员讲“深圳故事”——

投资+放贷：
小微融资难，有解！

去产能是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之一，僵尸企业已经阻碍中国经济转型，
必 须 尽 快 妥 善 处 置 。 研 究 表 明 ，截 至
2014 年，我国上市公司中大约有 10%的
僵尸企业，大多集中在煤炭、钢铁等产能
严重过剩的行业和纺织业、食品加工业
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房地产行业的僵尸
企业数量也较多。

如何在不影响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化
解这些过剩产能？这一问题引发全国政
协经济界别 37组的热烈讨论。

僵尸企业“被迫”活着

“我对僵尸企业的理解是亏损 3年或
3 年以上，完全靠贷款过日子、资不抵债、
很难扭亏为盈的企业。”提起这个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兵装集团董事长唐
登杰一脸“不说了，说多了都是眼泪”的
表情，“我们集团旗下的 450 多家公司，
有 30%亏损，每年亏损额近 80 亿元”。
唐登杰委员表示，由于行业产能过剩、城
市禁摩等原因，曾经辉煌的嘉陵摩托现
在就是一家僵尸企业。

但是这些年，他每次去跟地方政府
谈 关 闭 企 业 ，政 府 总 是 极 力 挽 留 。 而
且 安 置 厂 子 里 的 员 工 也 让 他 很 为 难 ：
让他们走，员工舍不得；让他们留，企
业又实在运转困难。两难之下就只好
这么拖着。

中石油同样面临清退僵尸企业的问

题。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说，“面子观念、地
方政府干预、国有资产的性质、员工的生
计、社会稳定的需要，有时逼得我们只能
保留僵尸企业”。

更难处理的是老国企早年兴办的社
区、医院等固定资产。“集团社区管理人
员达 200 万人，离退休人员 90 多万人，
每年光这部分支出就达 130 亿元。”提
到 这 个 ， 傅 成 玉 委 员 更 是 连 连 摇 头 ，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剥离国有企
业 办 社 会 职 能 ， 解 决 历 史 遗 留 问 题 ，
让 国 有 企业瘦身健体，增强核心竞争
力，确有难度”。

用新产业承接老员工

去产能到底该怎么“去”？
跟 1998 年那次下岗潮相比，当前去

产能的一个最大优势是正在崛起的新兴
产业、服务业可以分流安置很大一部分
下岗职工。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
团董事长郭广昌建议，为了降低去产能
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可以引入新兴产业
做缓冲。“我们在海南有一家公司亏损严
重。为了分流人员，我们投资了三亚亚
特兰蒂斯酒店，可安排 500 至 1000 个用
人岗位。”郭广昌委员说，老公司 45 岁以
上、愿意转岗的员工都经过培训后，进入
酒店工作，实现了下岗职工的平稳过渡。

“这个经验好！”全国政协委员、政协

经济委员会主任周伯华表示赞同，“有了
新产业做承接，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容易
接受”。

周伯华委员认为，去产能必须在全国
统一市场的前提下进行，从全国一盘棋
的大视角来调整产业布局，该去的坚决
去。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某些地方政
府，“从地方保护主义的角度出发，打自
己的小算盘，忽略了一体化竞争的市场
环境。去产能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不
能想着行政手段干预，国企民企应该一
视同仁”。

“去产能一定要坚决，可以跟地方政
府配合，引入社会力量。”唐登杰委员说，
兵装集团去年能实现利润280亿元，很大
原因是因为前几年清退了大量僵尸企业，
摸索出了一点经验。更重要的是，重庆市
政府在清退僵尸企业的过程中放开限制，
引入社会力量。唐登杰委员自己也没想
到，以前企业经营亏损的学校、医院、幼儿
园等资产从开始送都送不出去，到后来还
要招投标，由政府拍卖转为民营，变成了
抢手货。

“学校、医院、幼儿园可是好资产，如果
有，老郭也想买，是不是？”看到郭广昌委员
连连点头，傅成玉委员高兴地说，“这就对
了！目前国企资产交易的法律法规、制度
已经比较完善，只要严格执行，基本可以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政府应该尽快与国
企共同设计去产能方案，引入社会力量甚
至外资，打好化解僵尸企业的攻坚战”。

福建泉州建立小微融资项目库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泉州市委书记郑新聪：福

建省泉州市已建成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交换共享平
台，整合导入 14.84 万多家中小微企业、704 万条基
础信息数据，还建成了重点小微企业融资项目库。
据了解，目前入库企业将近 5000 家，银行给予入库
企业授信超过 280 亿元，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对接
通道基本打通。泉州将继续扩大小微企业贷款保证
保险业务规模，力争在 2016年小微企业信贷覆盖率
达 37%。 （本报记者 林火灿整理）

四川内江设立专项基金助小微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劲：四川省内江市设立了应急转贷周转基金、
高新参股基金、创业小额贷款担保基金这三项基金
来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通过“专款专用+封闭运
行+滚动使用”方式，帮助小微企业维持银行信贷和
资金周转，避免银行抽贷、停贷引发企业资金链危
机。 （本报记者 刘 畅 陈果静整理）

化解过剩产能既要提质增效，也要保持社会稳定——

去产能，国企民企同发力
本报记者 佘 颖

既要壮士断腕,又要温情关怀
本报记者 梁 婧

“我们企业转型搞得早，日子比较好
过。虽然经济下行，我们还保持了上升态
势。”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均瑶集团董事长
王均金在人大上海团全团会议发言中说起
对供给侧改革的看法很有感触，“供给侧改
革就是提高效率，做企业就是要适应供给
侧改革的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新模式，
提高效率，过上好日子”。

他认为，企业应该通过资源配置来提
高效率，不一定所有东西都自己做。比如
去产能，有的地方没产能，有的地方设备闲
置，这时就不用再重复建设，应当用好别人
的闲置产能，“你的市场在哪里，你在那里
加工就行了。如果你做出来都是库存，那

还做它干吗？”
“改革最重要的是抓效率。中国经济

未来一定没问题，但需要进一步抓效率。”
王均金代表建议要对改革的效率进行定期
量化评估，以真正提升效率。

无独有偶，来自国企的全国人大代表、
光明食品集团副总裁葛俊杰，也像来自民
企的王均金代表一样对中国经济充满信
心，并认为企业应抓住供给侧改革的机遇。
葛俊杰代表说，供给侧改革是企业永恒的
主题，需要不断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机制。
企业如果能真正围绕市场转、围绕需求转，
就会有很多机会和空间，去推动商业模式
转型，推动商品创新，推动品牌创新。

切实提升效率，抢抓改革机遇
本报记者 佘惠敏

3月 8日，李晓林委员（右一）关于国人不爱买国货的发言，引起热烈讨论。

本报记者 王 晋摄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海德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彬：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是门槛高、手续繁杂。
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必须强化政策扶持
与引导。财政部门应整合各类中小微企业财政奖补
资金，建立专项资金池，实施财税奖励、风险补偿、财
政贴息等；税务部门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减税力度，
提高中小微企业承贷能力。同时，建议设立一批政
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建立统一的动产、知识产权等抵
质押登记体系，为中小微企业的抵押担保方式创新
提供条件。 （本报记者 何 伟整理）

应强化政策扶持与引导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行原监事长谢渡扬：破
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要重视发展风投创投基金。目前
我国风投总体规模小，单个基金规模也小。因此，一
要做好发展风投创投基金的顶层设计，二要出台允
许财政部门提供部分引导资金作为有限合伙人投入
风投创投基金以及允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风
投创投基金的政策措施。（本报记者 齐 慧整理）

重视发展风投创投基金

3 月 7 日，全国政协委员马蔚华在和其他委员讨

论。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