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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入党，不能进入某些市场领域，
不能坐飞机、住星级酒店⋯⋯今后，失信

“老赖”们的活动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日子
也将会越来越难过！根据日前中办国办
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
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构建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格
局，必将让“老赖”们无处可赖、寸步难行，
也必将推动诚信风尚日益形成，筑牢诚信
社会的基石。

诚信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更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通过推
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弘扬诚信理念、开
展专项整治，我国诚信建设已取得积极进
展，但诚信缺失仍然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

个突出问题。比如，屡现于公众视野的
“老赖”就是一个“老大难”。欠债还钱本
是天经地义，但就有一批“老赖”把不讲信
用当做家常便饭，故意拖延履行债务，或
拒不履行到期债务，以至于债权人把官司
打赢了，钱也要不回来。如果任由“老赖”
我行我素、想赖就赖，必然导致社会诚信
缺失、价值观念扭曲、市场秩序混乱、法律
尊严受损。

严惩“老赖”刻不容缓，也绝不能
手软，关键在于制度管用。“老赖”成为
社会顽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失信
成本太低。这次出台 《关于加快推进失
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
建设的意见》，注重制度设计，增强实操

性，意味着大大加重失信成本，对“老
赖”重拳出击。其规定的11类37项惩戒
措施，涉及众多领域，形成了一张天罗
地网，使“老赖”躲不过、溜不掉、跑
不了，不敢赖、不想赖、不能赖。

让“老赖”处处受限离不开联合惩
戒。过去“老赖”心存侥幸、有生存空
间，还因为有漏洞可钻。“老赖”规避法
院执行的手段翻新，打击难度越来越
大，光靠法院孤军奋战还不行，必须多
部门、多行业、多领域、多手段联合行
动。只有法院与公安、民政、住建、财
政、金融、税务、工商、证券、科技等
部门通力合作，借助全国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做到信息共享，联合惩戒，全面覆

盖，才能真正构建起“一处失信，处处
受限”的信用体制和机制，切实提高惩
戒“老赖”效果。

抹去失信污点，诚信才能发光，所
谓“扬善须抑恶”。套上层层“紧箍”，
有力打击躲避执行、规避执行行为，不
仅能够使“老赖”迫于压力主动履行义
务，而且对潜在“老赖”也会产生极大
震慑，警示人们守住诚信做人“底线”、
敬畏法律“高压线”。如此，必能有效堵
住失信者低成本得利的路子，从根本上
提升诚信的含金量；也必能树立正确的
价值导向，让“诚信光荣、失信可耻”
的氛围浓郁起来，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注入满满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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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机构而言，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不能靠牺
牲金融时效来解决，应该更注重利用大数据。这需
要相关部门联手壮大电信网络诈骗的黑名单库，便
于银行事先对账户进行防欺诈风险审核。但目前能
够投入资金建设外部欺诈风险系统的金融机构还较
少，需要更多的金融机构参与进来，进一步拓展大
数据合作。

未来 10 年我国汽车市场仍处于成长期。在
需求继续增长的同时，我国汽车消费也在加速升
级的步伐。目前，豪华车销量占乘用车销量的比
重已经超过 10%，SUV 等车型增长率也长期保持
在较高水平。高级车销量快速增长，表明在人均
GDP 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带动下，我国汽车消
费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也要看到，2011 年至
2015 年，国内汽车市场年均增速已经下降到 11%,
未来可能遭遇突出的供需矛盾，这需要引起行业
和主管部门高度警惕。

金融改革六个方面势在必行
中国金融改革创新有六个方面势在必行。第

一，推进金融多样化改革势在必行。中国金融某些
服务和供给多年来处于短缺状态，如果能有一个有
效的竞争机制，将能够消除或者至少缓解这种短
缺。第二，要以金融改革支持实体经济的升级换
代。第三，广义概念的政策性金融发展势在必行。
第四，金融与互联网、现代信息技术、新技术革命
的结合势在必行。第五，金融和PPP的结合势在必
行。第六，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势在必行。

北京市科委日前透露，截至今年 9
月，创新券已支持了全市 1498 家小微企
业和 80 家创业团队。近年来，创新券政
策悄然在国内三分之一的省份得到迅速
推广。实践表明，创新券政策实施的地
方，中小企业受益率超过 50％。最为典
型的是江苏宿迁，这里因使用创新券而
首次获得市级以上科技创新资金支持的
企业，比例高达 84％。作为一项重要的
改革试验，“精准”激发中小微企业创新
活力，创新券政策不仅解了中小微企业
创新能力薄弱的燃眉之急，更为新一轮
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诸多启示。

占 我 国 企 业 总 数 99% 的 中 小 微 企
业，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一直十分突
出。没有专门的研发人员和检测仪器，
新产品研发、升级、检测成为制约企业

发展的瓶颈。尽管我国目前已是仅次于
美国的第二大研发投入主体，然而应用
科研经费长期“偏爱”投入给一些大机
构、大企业。长期以来，企业申请得到
的科研经费数额，通常与企业人员、规
模、税收等挂钩，企业规模越大、研发
能力越强，越容易得到政府科研资源支
持。“真渴的企业喝不到水”，导致科研
资源支持科研的边际效应减小。如何改
变科研经费投入“锦上添花”的局面，
为处于源头创新最活跃环节的大批中小
微科创企业“雪中送炭”，是当前科研投
入要解决的紧迫课题。

创新券，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创
新货币”，即政府向企业发放创新券，企
业用创新券向研发机构、研发人员购买
科技成果或研发、设计、检测等科技服

务，或者购买研发设备。然后，科研服
务机构和科研服务人员到政府财政部门
兑现创新券。这种灵活的资助方式，一
方面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研发计划，来
灵活选择所需的服务类型；另一方面，
高校或研究机构也能够将技术成果转化
到企业，增强了市场对创新资源的配置
效率，同时也提高了政府的科技投入资
金使用效率。

当前，“创新券思维”正在打破固有
的科研投入定势，释放出巨大的改革能
量。首先，它是一项普惠性政策，没有
进入门槛，想寻租都不可能，从而破解
了立项难、结项易的怪圈，只要有创新
需求就可以立项，技术路线、创新点都
由企业决定，但报销时则按经济和技术
标准严格兑现。其次，它打破了传统计

划项目体制，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
新项目体制，即政府按照企业用户需求
安排创新计划、配置创新资源，高等院
校、公共科研机构和创新服务企业按照
企业用户需求开展创新活动。“唤醒”沉
睡的科技资源，放大公共科技投入的效
能，政、产、学、研、金、社等所有创
新相关者都在其中被调动起来，各取
所需。

国内外已有大量案例证明，各行业
技术的源头创新往往不是由大企业做出
的，而是由大量的小微创业企业首先提
出来的。引导、服务好中小微企业的创
新活动，是将“双创”推向深入的必由
之路，期待更多像创新券这样的普惠式
政策出台，不断优化服务中小微企业的
政策环境。

科技投入应多些“创新券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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