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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126名农民工工资款挪作他用，对劳动监察部门要求改正的指令置若罔闻……日

前，江西一劳务公司负责人因“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2年10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据悉，被告人恶意拖欠的工资多达486万余元，涉

案金额大、受害人数多，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不仅这家劳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判

刑，这家劳务公司本身也被判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自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将农民工工资支付提升到了法律法规层面。法院依法对上述拖欠农

民工工资的公司负责人加以惩处，体现出对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对维护社会稳定

以及落实“六稳”“六保”任务意义重大。 （时 锋）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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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给就业率“打打假”
□ 陈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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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操作PPP有利防风险

吴亚平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体制研究室主任

为国企高质量发展打下扎实基础

刘兴国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员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关键在改革
□ 顾 阳

应急物资是应对自然灾害、风险的有力武器。只有建立完善、科学、高效的应急物

资保障体系，才能确保灾害发生时各类物资能第一时间派上用场，才能有力保障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鉴于我国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频发，亟待建立完善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

手中有“料”才能遇灾不慌
□ 常 理

“半份餐”质量服务仍要“全份”
□ 张培元

提起“资源配置效率”，人们并不陌
生。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一直贯穿于我国经济
建设各个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革
开放40多年，就是通过一次次改革不断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过程。

9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时
强调，要加快推进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
改革，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
这启示我们，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必须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
运用创新的思维、改革的办法，进一步优
化完善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

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取决于生产要
素能否实现自由流动。通常情况下，要素
自由流动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不
同行业或部门之间在收益率上存在差异，
二是具备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外部环境。
因此，通过改革来打破阻碍要素自由流动
的体制机制，才能让市场要素不断流向效
率更高、效益更好的环节。反之，这些要素
资源就会沉淀下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
就无从谈起。

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离不开营商环
境的持续优化提升。近年来，我国持续发
力营商环境建设并取得了积极成效，在世
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我国已成
为全球营商环境排名跃升最快的国家之
一。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标国际规
则和营商环境较好的国家和地区，我国营

商环境建设依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特别
是在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实施知识产权保
护、减少要素流动成本等方面，仍需以抓铁
有痕、踏石留印的勇气和劲头，真正让改革
落地生根。

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要处理好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长期以来，政府与市场的
关系问题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之一。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证明，
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现阶
段，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关键还是要
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放管
服”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
干预过多等问题。当然，在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的过程中，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做
到“放活”与“管好”有机结合，引导各类要
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4月份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
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从扩大要素
市场化配置范围、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
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等作出部署。《意
见》对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
集聚，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继而实现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实践证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加快
构建经济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那些要素
市场化程度越高的行业或领域，资源配置
的效率也越高，市场主体的活力也更强。

当前，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高。事实上，通过深化改革来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正是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的根本途径和应有之义。当务之急是要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十五次会议精神，在巩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成效的基础上，增强紧迫感、提振精气
神，以实际行动推动新发展格局加快
形成。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要善于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办法，统筹考虑短期应对和

中长期发展，既要在战略上布好局，也要在关键处落好子。要加快推进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的改革，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为更好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本报今起推出“加快推进更深层次改革”系列评论，敬请关注。

今年的洪水灾害非比寻常，为1998年
以来我国所遭受的最为严重的一次。受灾
人次、直接经济损失、转移群众数量，均较
此前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尽管洪水来势汹汹，但随着我国防汛抗
洪能力整体提升，我们在面对洪涝灾害时，
手中的底牌更多了，心中的底气也更足了。

在抗洪一线，既有上堤抢险、扛沙袋抵
御洪水的紧张场景，又有调度室里的科学预
警研判，统筹协调；既有受困群众等待救援
的危急时刻，又有提前组织的有序撤离。一
组数据印证了这次防汛抗洪形势的变化：今
年洪涝灾害死亡失踪人数、倒塌房屋数量较
近5年均值下降了49.8%、57.5%，防汛救灾
工作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

防汛救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各个环
节、各项流程协调联动、紧密关联，只有齐
心协力、无缝衔接，全力以赴、攻坚克难，才
能形成合力，共同抵御灾害，将损失降到最
低。如果将防汛救灾工作比作一场战役，
那么应急物资保障就好比战场上的补给
线，没有充足且源源不断的后方支援，就没

有前方战斗的胜利。
在应对自然灾害、突发性公共事件中，

应急物资种类很多。比如，有各类原材料、
设备、军械物资等国家战略物资，还有各类专
用抢险物资和装备以及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
求的帐篷、棉被、救生衣、食物、药品等。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只有
建立完善、科学、高效的应急物资保障体
系，才能确保灾害发生时，各类物资能够第
一时间派上用场，才能有力保障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

对应急物资，要科学布局、统一调配。
当前，我国应急物资存在储备数量不够、产
能保障不足等问题。应推进完善应急物资
保障的体制机制，扩大应急物资储备规模，

完善应急物资品种结构，优化应急物资的
区域布局，提升产能保障能力。比如，山东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考虑物资储备难
易程度、生产周期、消耗规律、资源供给等
因素，科学调整重要物资储备布局，建立完
善“平急转换”机制，实现产品储备与产能
储备相衔接；天津市防办组织16家代储企
业储备16类防汛物资，分发到宝坻、静海等
9个区，确保一旦出现险情灾情，能够第一
时间调得出、用得上。

防汛救灾工作是与时间赛跑，应急物
资、救援人员早一点到达灾害现场，就有可
能挽救更多的生命。因此，要提升应急物
资保障的信息化水平，解决救灾物资管理
效率不高、信息化建设滞后等问题，实现救

灾物资全流程、可追溯、精细化管理。
今年汛期，有关部门运用应急资源管理

平台，精准掌握地方救灾物资需求，主动与
受灾地区沟通对接，快速调拨救灾物资。不
等灾区找上门，而是主动联络，哪里有需要
就主动调拨。据悉，今年中央救灾物资在灾
后 12 个小时内就快速送到了受灾群众
手中。

不过，还要健全救灾物资管理、紧急采
购、联合调度使用等制度机制，以解决工作
机制不完善、部门对接不顺畅、信息掌握不
对称等问题，不断提高救灾物资的协同保
障能力。比如，工信部门组织企业全力生
产各项应急救灾物资，商务部门全力保障
物资调度，交通部门打通“绿色通道”，解决
应急物资的运送问题等。

总之，应急物资是应对自然灾害和风
险的有力武器。鉴于我国自然灾害和突发
事件频发，亟待建立完善的应急物资保障
体系。多一分应急物资保障，就多一道安
全屏障。只有手中有“料”，才能遇灾不慌，
才能打赢防汛抗洪救灾应急硬仗。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小微企业生
存发展带来了冲击。如何让金融活水更好地滴
灌小微企业，成为金融政策一大发力方向。

小微企业因其微小，普遍缺乏抵押物，
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离不开政策支持。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要“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
具”。为落实这一要求，人民银行积极创设
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

其一是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
具。这个工具是针对当前中小微企业普遍出
现的资金周转困难问题，鼓励地方法人银行
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预计延
期政策可覆盖普惠小微企业贷款本金约7万
亿元。

其二是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
划。该计划聚焦小微企业普遍缺乏抵押担保
的痛点，计划提供 4000 亿元再贷款资金，
通过特定目的工具（SPV）与地方法人银行
签订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合同的方式，向地方
法人银行提供优惠资金支持，预计可带动地
方法人银行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约
1万亿元。

相关政策的出台，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
了有力政策支持，促进了“六稳”“六保”
任务的落实。当然，金融活水滴灌小微企
业，仅仅依靠宏观政策支持还不够。毕竟，
宏观金融政策落地执行环节主要是发放贷款
的银行。现实中，仍有一部分银行在为小微
企业发放贷款时简单粗放，离“精准滴灌”精神还有距离。

当前，不少银行纷纷推出服务小微企业的信贷产品，但有些产
品提供的贷款金额明显过大。一旦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低于个人购
房贷款利率，就会存在套利空间，很可能会发生个别小微企业主将
企业获得的经营贷款资金用于购买房产。甚至还有人将一些长期
没有经营的“僵尸小微企业”、临时成立的没有经营业务的小公司
用来申请小微企业贷款，以便将资金腾挪用于个人购房、炒股。这
无疑违背了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初衷。对此，监管部门须引起重
视，密切监测资金流向，严防小微企业贷款资金用于购置房产或流
入股市，特别是要深入了解放款对象，明辨申请贷款的小微企业主
贷款用途，切实将支持小微企业的贷款资金用到实处。

“找不到工作就填灵活就业”“碰到核
查就说在做自媒体”……近日有媒体调查
发现，尽管教育部门明令禁止，但高校软硬
兼施让学生用“就业证”换“毕业证”，用好
看的就业率装点门面等现象依然存在。

就业率固然重要，但比就业率更重要
的是查找自身不足、补齐工作短板、做实就
业服务保障，进而帮助更多毕业生找到合
适的工作。如果脱离客观实际盲目追求就
业率，甚至挖空心思给就业数据造假、注
水，必然与提高就业率的初衷背道而驰，而
且会损害毕业生的切身利益。

笔者认为，要挤掉就业率中的形式主
义“水分”，一方面，要优化细化就业数据统
计方法，打破原来只由校方单方面统计就
业数据并上报的做法，增加第三方独立机
构联合开展就业数据统计，先由校方提供
大学毕业生就业原始统计资料，第三方机

构对资料搜集归档、对毕业生就业情况调
查核实，同时联合社保部门对毕业生的实
缴社保清单情况逐一比对，进一步修正数
据统计中的偏差，最终形成就业率数据并
上报，切实提升就业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
准确度。

另一方面，要抓好大学毕业生就业工
作的作风监管，杜绝就业领域中的形式主
义，要盯住与就业有关的相关痕迹材料，特
别是痕迹虚构、合同造假等“材料就业”“形
式就业”问题，真正铲除滋生形式主义的土
壤，进一步严肃就业痕迹管理；要抓住重数
字轻质量的问题，改变唯就业率来评价高
校办学水平的传统偏见，从根本上扭转过
度追求华而不实的就业数据问题，以此倒
逼学校把工作重心放在抓好就业服务指
导、提升就业核心竞争力上来，推动就业工
作回归理性认识、不断走深走实。

忽如一夜春风来，“半份餐”这种餐饮
界的节约创新之举，正在各地“开花”。据
饿了么统计，目前已有60万商户在APP上
线了“小份餐”“半份餐”服务。

其实，“半份餐”这种创新并非现在才
有。早在2013年启动“光盘行动”时，半份
菜、小盘菜已在多座城市餐饮企业兴起，但
没过多久就销声匿迹了。究其原因，一是
与民众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有关，一些
人仍认为菜越丰盛越有“面子”；二是问题
还出在餐饮企业身上，不少“半份餐”不只
是在分量上减半，质量和服务也严重缩水，

“半份餐”成了华而不实的商业噱头，又怎
能拴住食客之胃、留住公众之心呢？

把“半份餐”打造成节约的品牌，使之
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餐饮企业还应在丰

富花色品种、提升饭菜质量、优化服务内容
上下功夫。即便是“半份餐”，质量、口味、
服务等也不能打折扣，须有“全份”追求。

比如，有的餐厅对每个菜品都标出了
热量、营养成分等，引导食客统筹规划合理
点餐；有的外卖平台加大科技手段运用，在
点餐系统上增加了提醒功能，提醒顾客适
量点餐避免浪费；有的火锅店推行标准化
饮食，在菜单上标明食材分量，增加“备用
菜”“拼盘菜”等服务，在套餐上注明建议消
费人数等。这些创新措施都大受欢迎。

期待此次“半份餐”热潮不再昙花一
现。如果能让消费者普遍感到饭菜质量
好、性价比高，那么不断走红的“半份菜”也
能获得巨大利润，不断扩大绿色餐饮的边
际效益。

要实现效益增长，国企还需要狠抓降本增效，全面优化成
本管理，减少成本费用；同时大力开拓市场，做好创新谋划，
推出适销对路的新产品。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或将成
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举措。通过并购重组调整国有资本
的产业布局结构、区域布局结构；通过清理僵尸企业、出售无
效低效资产实现国有资本配置优化，同样能够为国有企业持续
发展、高质量发展打下扎实基础。下半年应以三年行动方案为
遵循，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要加快落实已有的改
革方案，争取尽快取得实质性改革成效；同时抓好“十四五”
国资国企改革发展规划制定，为下一个五年发展确定方向、目
标、任务与路线。

今年以来，PPP 模式应用回暖更多属于理性的回归，毕竟
PPP模式在很多方面相比公建公营模式而言有一定的优势，既有
助于平滑年度政府财政支出，也有利于提高运营效率。规范操
作的PPP项目实际上也有利于防风险。PPP模式属于一种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模式，也是一种投融资模式，属于长
期的制度性安排，不应视为一种短期宏观调控工具。地方政府
不能因经济形势不好就大力运用PPP模式，形势好转时就摒弃
PPP模式。但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加大PPP模式运用，客
观上也有助于扩大投资需求，从而促进稳投资稳增长。

更好发挥产业扶贫基金长效机制

姜 燕
盛世投资合伙人

由于具有资金使用效率更高、可降低企业负债和融资成
本、资源配置有效、产业扶贫精准度高、重风险控制和投后管
理等优点，产业扶贫基金可谓产业扶贫的重要金融工具之一，
可与信贷、保险、期货等形成有效组合拳，更好地发挥产业扶
贫基金的长效机制。产业扶贫需要较大体量资金，且保障贫困
地区顺利脱贫摘帽、脱贫不返贫是一个长周期持续的过程，需
要更多长期资本支持。为此，应鼓励更多长线资金出资人参与
到扶贫产业基金中来，为产业扶贫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扶
贫产业基金肩负着更多的社会功能，因而需要建立符合其特点
的多元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激励和约束机制推动基金专业
化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