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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今年前5月民间投资增速出现明显下滑，如何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与动力更显迫切。近日，《经济日

报》记者深入走访了多地多家民营企业，关注民企最迫切的问题，聆听民企最真实的声音。就调研中发现的地方政府

简政放权不到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具有共性的问题，记者采访有关专家，有针对性地给出解决之策——

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基石和灵
魂，应该是当前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领
跑者，相比普通公众和企业诚信，政府诚
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更大，一旦有
损，其危害波及面更大，持续时间也更

久。在地方招商工作中，地方政府诚信不
容忽视，通过“大话”“空话”招商引资，最
终又不兑现承诺，受损的还是地方的整
体市场环境和吸引力。因此，政府首先应
在思想上树立起“诚信招商”意识；尽快
通过立法对因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
中给投资人造成的相关损失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出台“权利清单”明确规定政府

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的权利限制及职责，
对于无视权利范围仍作出承诺的政府官
员应予以惩罚；对在权利范围内不履行
承诺造成投资人实际损失的政府官员，
更应依法严惩。另外，政务诚信不仅体现
在招商工作中，更是政府行政的基本标
准，应受到全社会、全方位的监督，同时
做到严格问责。

《经济日报》记者深入调研多地多家民营企业——

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症结何在

当前民间投资严重下滑有我国经
济形势整体趋势的影响，也倒逼着我
国民间投资准入管理制度改革。在现
行市场准入制度下，民间资本市场准
入门槛过高、准入程序复杂、准入公
平性不够、准入透明度不高，造成大

量的社会资本和行政成本的浪费，严
重影响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因此,应
在试点地区的基础上尽快在全国范围
内全面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
度，通过负面清单清除存在的不当准
入限制，如一些部门的“潜规则”和
地方的“土政策”，使民间投资主体真
正获得公平的、透明的、开放的市场
准入条件。特别是在电信、石油、电

力、铁路、金融保险、教育卫生、新
闻出版等领域，减少或消除民营企业
进入所面临的诸多限制，打破“弹簧
门”“玻璃门”，提升市场开放度和透
明度。同时要切实深化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当前下放取消事项“数字很好
听，效果不明显”，要更加着重取消和
下放“含金量高”的审批事项，充分
激发市场活力。

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是困扰我们多年的问题，近年来
国家出台的相关文件不少，但真正起
作用的并不多。究其原因，是总倾向

用行政手段要求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
银行进行增加运行成本、减少直观利
润、加大贷款风险的行为。事实上，
银 行 和 民 营 企 业 之 间 不 是 信 息 不 对
称，而是利益不对称、责任不对称，
因为民营企业面对的是充分竞争的市
场，而银行面对的是垄断性市场。建

议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基础上充分放开
我国金融行业准入管制，尤其是要加
快 设 立 民 营 银 行 、 民 间 金 融 机 构 步
伐，加大银行业竞争，让资金自由高
效地流向产生高价值的领域。惟此，
才能真正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的问题。

简政放权不到位,事中事后监管服务跟不上——

“ 土 政 策 ”成 了 拦 路 虎
本报记者 刘 畅

“现在各方资金需求量大，业务增
长速度快不快？”面对 《经济日报》 记
者的提问，小何的笑里满是无奈。3
年前，小何与小伙伴们一道，在西南
某省的省会城市办起了一家小额贷款
公司。本来以为手上有一些核心金融
资源，创业之路会顺畅一点。“理想很
丰满，现实很骨感啊！初创企业的业
务发展，真是步步艰难。特别是二、
三线城市的‘土政策’，让人常常碰
壁。”小何说。

何为“土政策”？小何解释道，金
融行业发展速度较快，可一些二、三
线 城 市 的 监 管 政 策 无 法 跟 上 这 一 节
奏。由于对新生业务不知如何审批，

有的地方设置了高门槛，导致审批通
过率低；有的审批流程十分繁琐，令
人望而生畏；还有的地方，工作人员
对专业性较强的领域不甚了解。种种

“土政策”，导致从业者“路虽少跑
了，事却办不成。”

此前，小何办理过的一笔贷款业
务就非常尴尬。按照流程，金融公司
在 发 放 贷 款 前 ， 如 果 有 担 保 公 司 介
入，有贷款需求的企业要在将资产抵
押给担保公司后，小额贷款公司才能
放贷。而在小何业务发生的城市，当
地房管部门并不认可这样的流程，一
定要企业将担保资产抵押在当地的一
家银行。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

银行并不放贷，却拥有资产抵押物。
可如果贷款出现问题，所有风险就会
由担保公司承担。人为设置的环节，
增加了各方成本，加大了资金风险，
也给无数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业务，带
来了更多的障碍和难题。

此外，同一政策，在同一省份的不
同 地 方 落 实 过 程 中 ， 也 存 在 着 “ 温
差”。小何的直观感受是：离省会城市
越近，办起事来就越快，反之则慢；一
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办起事来就
越容易，反之则慢。“有的偏远地方，
很容易出现多项审批互为前置，部门之
间互相推诿，让项目陷入死循环。”小
何不无感慨地说。

企业的专利、商标等无形资产难以“活”起来——

融 资 难 、融 资 贵 顽 疾 仍 存
本报记者 单保江

承诺不兑现、难落地——

诚 信 建 设 亟 待 加 快 推 进
本报记者 林火灿

民企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老大
难”问题，这是《经济日报》记者在走访
中听到的最为集中的声音。不少民营企
业家表示，他们像久旱的庄稼一般，渴盼
着一场金融“及时雨”。

在山东省，有一家机械加工企业看
起来很“重”，实际上很“轻”。据该公司
董事长介绍，多年来，企业持续投入大量
科研经费，自主创新研发出一款能够替
代进口产品的汽车关键零部件，质量好、
价格低，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当企
业想要融资进一步做大做强时，却遇到
了难题：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是专利等
知识产权，而这些无形资产无法作为抵
押物获得贷款。他感慨道：“如今，企业
的专利、商标、品牌等无形资产在企业中

占的比重将越来越高，应该让它们‘活’
起来，动起来。”

山东的一家造纸企业也面临着类
似的窘境。据了解，该企业自主研发出
一款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但在
扩大生产规模需要贷款时，银行却表示
爱莫能助。银行有着自己的道理：这家
企业处于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盈利能
力较弱，因此不能对其投放贷款。专家
表示，越是产能过剩行业，越需要加大
转型升级力度。如果企业开发出有市
场、有竞争力的产品，金融部门应该精
准施策，通过贷款封闭运行等措施，雪
中送炭。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两件让不
少民营企业家感慨不已的事。一是为了

获得贷款，民营企业主要负责人往往不
得不把自家住房抵押给银行。这意味
着，一旦企业经营失败，他们将无家可
归。二是很多企业对连环担保圈的做法
感到不解，因为如果有一家企业破产，
就会牵涉一大片企业。这让企业家提心
吊胆，不知哪一天哪个环节会出现冒烟
的“地雷”。

专家表示，金融安全、资金安全，是
银行的生命线，这本无可厚非的，但银行
最为本质的安全，应该建立在企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之上。很多民营企业家建
议，有关部门应深入企业进行调研，改变
当前粗线条划分金融风险区、划定产业
红线的做法，在保证贷款安全的基础上，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最近，《经济日报》记者到西北地区
某省份采访时，一位企业家向记者聊起
了创业过程中遇到的“糟心事”。

这位企业家告诉记者，他以前主要
从事特种阀门贸易，积累了一定资本。
这些年，看到西部地区发展速度快，就想
转型做实业，于是筹划创办一家专门从
事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材管件生产
的管业公司。

“我在筹备办厂的时候，正好当地政
府在招商引资，承诺如果能当年投资当
年实现一期项目投产，就通过税收奖励
的方式，免除企业的工业用地税费。”该
企业家说，算下来，光土地税费一项就接

近 800 万元，这等于给企业减轻了一大
笔负担。

有了政府的支持，他交付了全额的
土地出让金等费用，一期项目在去年 4
月份开工建设，经过加班加点地干，终于
在去年12月份实现竣工投产。

“当年开工、当年投产，这是政府在
招商引资中给企业提的要求。”在该企业
家看来，企业既然做到了当时政府提出
的这一要求，政府也应该兑现优惠政策
的承诺了。

不过，令人失望的是，一期工程投产
后，政府却再也不提退还土地款项的事
情。“我们的二期项目着急开工，手头又

没有太多现金，只能去找政府，看能不能
抓紧时间办理退还土地款的事情。”该企
业家说，虽然得到了各级领导的热情接
待，但对落实优惠政策的事情却始终不
置可否，“连个时间表都没有”。

现在，这位企业家左右为难：如果继
续投资，一来自己手中“差钱”，二来二期
项目建成，政府可能更不会兑现优惠政
策了。可是，如果不继续扩大规模，不建
设二期生产线，企业规模上不去，规模效
益无法体现，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就
会大打折扣。他感慨道：“打交道，凭的
就是彼此的信任。可当初的承诺，为何
成了一纸空文？”

本报北京 6 月 22 日讯 记者杜芳报道：根据中央气象
台预报，6月下旬淮河流域将出现持续强降雨。

气象部门指出，自 3 月 21 日华南入汛以来，淮河流域
出现7次明显降雨，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二至五成。6月
下旬淮河流域强降雨强度将加大，建议公众注意防范强降
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

未来三天，江南、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将继续发展，上述
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都将超过 35 摄氏度，其中湖南东南
部、江西大部、浙江南部、福建大部等地将超过37摄氏度。

又讯 记者张雪 李华林报道：国家防总、水利部6月
21日晚召开会议并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防指全面排查防洪
风险隐患和薄弱环节，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险情，确保江
河干堤及大中型水库安全度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据介绍，国家防总、水利部将派出 10 个工作组分赴相
关省区市进行抽查。各级检查、督查、抽查可同时进行，于
6 月 28 日前完成任务。各省级防指和流域防总要将排查、
督查情况于6月29日前报国家防总办公室。

淮 河 流 域 将 现 持 续 强 降 雨 天 气
国家防总要求排查防洪隐患

本报北京 6 月 22 日讯 记者佘颖报道：近期，学校塑
胶跑道质量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今
天表示，经过环保、质监等权威机构检验确认不符合质量标
准的塑胶跑道，要立即进行铲除，并妥善安排学校的体育教
学活动。对在建和拟建的塑胶跑道立即叫停，重新对其招
标过程及相关合同进行审查，进一步明确质量与安全要求，
在确保施工质量万无一失的基础上方可继续施工。

据介绍，近期教育部将联合环保部等部门召开“合成材
料跑道专项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全面部署校园合成材料跑
道的排查和整治工作。暑假期间，将邀请环保、质检等部门
专业机构对近期新建的塑胶跑道进行一次检测和排查，根
据排查结果进行分类整改。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教育部将协调国家有关专业部
门和标准研制部门完善相应的标准，加快修订过程，实行强
制标准，增强标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强制性，更加体现学
生健康优先的原则；协调有关监管部门加大对塑胶跑道的
生产过程的监管，进一步明确教育、体育、住建、环保、卫计、
工商、质检等部门的责任分工，建立多方联动、各司其职的
部门协调工作机制。

教 育 部 要 求 立 即 铲 除 毒 跑 道
叫停在建拟建塑胶跑道

（点评专家为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郭冠男）

本报北京 6 月 22 日讯 记者冯其予报道：今天，在国
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部长助理童道驰
表示，“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和早期的收获，积
极效应也在逐步显现。据统计，2015 年我国企业对“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直接投资达到 148 亿美元，增长 18.2%，新
签对外承包合同额926亿美元，增长7.4%。

童道驰说，中国与亚欧国家经贸往来发展非常迅猛。我
国与俄罗斯签署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联
合声明。与欧盟就“一带一路”欧洲计划对接达成了重要共
识。与哈萨克斯坦、蒙古、印尼等国也都进行了发展战略和规
划对接。

童道驰说，我国与白俄罗斯的工业园、中国—埃及苏伊
士经贸合作区建设已经成为成功的合作典范。我国还将与
相关国家共同推进中国、蒙古、俄罗斯新欧亚大陆桥、中国
—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
廊的建设，推进沿线大通关的合作，建立国际物流的大通
道，充分发挥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和境外经贸
合作区的功能。

发布会还介绍了第五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相关情况。
该展会将于今年9月20日至25日在乌鲁木齐举行，博览会
以“共商、共建、共享，丝路：机遇与未来”为主题，将举办10
个部长级高层论坛及4个专题活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中国—亚欧博览会组委会
副主任史大刚说，前四届亚欧博览会共签订 9000 亿元合
同。按落地项目算，目前到位资金为 6400 亿元，平均每年
超过1000个项目落地。

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去年我国企业直接投资达148亿美元

6 月 22 日，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垂直转运过程中。当
日，承载着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与搭载载荷组合体的活动发
射平台，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的垂直总装测试厂房驶出，
安全转运至发射塔架。据悉，长征七号运载火箭计划 6 月
25日至29日择机发射。 新华社记者 曾 涛摄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将择机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