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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困中小企业仍需“帮把手”
作为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是稳经济的重要

基础，也是扩就业的重要力量。加快中小企业恢复元气，政策上要继续“帮

把手”，大中小企业要“携好手”，促进高质量发展要“有推手”。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绿色金融助力物流地产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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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发展指数连续 3 个月下降。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5 月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 88.9，比上月下

降 0.1 点，降幅有所收窄。总体来看，5 月

份该指数虽高于 2022 年同期水平，但低于

2021 年同期水平，仍处在景气临界值 100

以下。作为反映中小企业经济运行状况的

综合指数，中小企业发展指数回落，表明中

小企业仍处于疫后恢复期，企稳回升的基

础尚不牢固。

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复苏，但市场需求

还是偏弱，企业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生产

经营困难较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

具有市场敏感度高、抗风险能力偏低、议价

能力不强、自有资金有限、社会融资困难等

特点，现阶段面临的困难挑战更为突出。

今年以来，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呈下降态势，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中

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企业成本压力和

资金紧张状况有所缓解，但国内外订单下

降、企业利润下滑、产能过剩增加、应收账

款拖欠等困难仍在持续，企业扩大再生产

的投资意愿还不强。

中小企业好，中国经济才会好。作为

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量大面广的中小

微企业是稳经济的重要基础，也是扩就业

的重要力量。2022 年，我国中小微企业数

量已超过 5200 万户。第四次经济普查数

据显示，中小微企业的从业人数占全部企

业从业人数的近八成。中小企业事关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中小企业稳则经济稳、就业

稳、预期稳。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和机制不断完善。

截至 2022 年已累计培育 8997 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6 万多家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近年来，为中小企业纾困解难的力度

之大，出台政策之密集、含金量之高，前所

未有。仅去年一年，国家层面出台支持中小

微企业发展的政策就达40多项，对于促进中

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快中小企业恢复元气，政策上要继

续“帮把手”。政策落实到不到位？营商环

境好不好？企业感受最深。要坚持问题导

向，结合各地实际，聚焦中小企业的急难愁

盼问题和制约创业创新发展的痛点难点问

题，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支持力度，帮助企

业既降显性成本也降隐性成本。要做好已

出台政策的宣传落实，让更多经营主体知

晓政策、用好政策，让中小企业有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更大

力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破堵点、解

难题，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助力中小企业站稳脚跟，需要大中小

企业“携好手”。数据显示，超九成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为国内外知名大企业配

套。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是释放大企业

创新活力、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潜力的有效

渠道，也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

争力的重要途径。要推动大中小企业在技

术创新、产品配套、市场开拓等方面深入合

作，以大带小、以小托大，营造“大河有水小

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的良好发展生态。

今年以来，工信部组织开展“百场万企”大

中小企业融通对接和大企业“发榜”中小企

业“揭榜”等活动，正是为了帮助解决信息

不对称问题，推动中小企业融入大企业产

业链供应链。6 月份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

月活动，也以“赋智、赋值、赋能”为主题，助

力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

促进中小企业强壮筋骨，推动高质量

发展要“有推手”。疫情期间的有关调研

发现，数字化程度越高的企业受疫情冲击

的影响越小。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中小

企业的敏捷度和坚韧性，已成为企业高质

量发展的“必修课”，但目前中小企业整体

数字化水平仍相对较低。解决广大中小

企业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的困难，需

要 各 地 因 地 制 宜 落 实 相 关 政 策 举 措 ，强

化 分 类 指

导 和 跟 踪

服务，加大

资 金 支 持

力度，构建

完 善 数 字

化 转 型 公

共 服 务 体

系，为中小

企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出

一把力。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

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产业结构、能源

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会发生深

刻 转 变 ，绿 色 金 融 将 在 其 中 发 挥 重 要 作

用。作为能源消耗的重要部门，物流地产

在绿色转型升级方面亟待金融助力。

当前，全国共有物流相关法人单位 40

万家左右，从业人员超过 5000 万人。不少

物 流 企 业 积 极 践 行 ESG 原 则 和 绿 色 、低

碳、环保理念，尤其注重仓储设施的节能减

排，并将底层技术应用、零碳仓库建设、绿

色配送体系相结合，加快推进仓储物流行

业绿色化发展。

数据显示，我国社会物流成本水平稳

步下降。2022 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 14.7%，较 2012 年下降 3.3 个百分

点。但与发达经济体 6%至 8%的比率相

比，我国现阶段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依

然偏高。对于物流地产业来说，坚持绿色、

低碳、环保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是顺

应时代、完成转型升级的“必修课”。

对于物流地产持有方来说，绿色转型

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确保未来

长期收益的前期投资。尽管短期内，企业

和项目在节能设施、数字化园区管理、智慧

仓储等方面的投入仍较高，但从中长期看，

将在融资、合规、企业声誉与品牌形象等方

面受益，更加适应 ESG 信息强制性披露等

新要求，也能优化成本，实现经营性收入稳

步增长。

从过去的实践看，一系列绿色金融和

投资政策的出台，吸引了更多增量资金流

入。丰富的融资渠道和金融产品的支持，

极大提升了工业仓储物流地产项目市场竞

争力，助其践行绿色转型。从成本角度看，

绿色资产标的明显更具优势、吸引力和竞

争力，能够获得更优惠的融资或优先融资

资格，享受更为多元的融资手段和融资渠

道，并切实降低融资成本。未来，拥有高级

别绿色认证的项目必将更具市场竞争力，获得可观的“绿色溢价”。

在促进企业建立良好的内部治理和风险管理体系、确保合法合规与

稳健经营的同时，优质的绿色仓储物流项目也将因此更具租金溢价

与资产增值潜力。

随着租户绿色租赁需求不断增强，绿色物流项目的租金溢价和

市场表现将进一步提升，促使更多资产持有方更有动力探索物流项

目的绿色转型方案，形成正向传导、正向反馈、正向激励的良性循

环。有效的绿色改造和节能减排也将保障企业降低碳配额购买成

本，甚至带来显著的正向收益。

以 ESG 评价体系为导向的绿色金融，可以助力符合条件的绿色

物流项目提升融资优势、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使相关利益

方更多享受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的支持，获得良好的投资

回报。绿色金融工具也通过适当的经济激励措施和制度安排，增加

企业和项目从事绿色经济活动的收益，降低和补偿其相关风险，推动

企业资源环境成本内部化、市场价值精确化，引导企业自发减少负外

部性行为，不断推动形成和完善与绿色发展更为相容的绿色金融

制度。

近期，各类商家开启“6·18”大促

销，各种推广令人眼花缭乱。在不少商

家发布的广告中，“最终解释权归本店

所有”的说法频繁出现。一直以来，因

“最终解释权”相关条款引发的消费纠

纷不断，遇到纠纷时，很多商家动辄声

称自己有“最终解释权”。事实上，中国

消费者协会多次表示，“最终解释权归

经营者所有”为不公平格式条款。遇到

“霸王条款”，消费者有权说“不”。应畅

通消费者投诉、举报、反馈渠道，降低消

费者维权成本。同时，也要加强对商家

和平台的日常巡查，对存在主观恶意利

用“最终解释权”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

法行为坚决查处，并公布典型案例，逐

步根治商家滥用“最终解释权”行为。

（时 锋）

·广告

河北现代商贸物流建设近期捷报频传：

海运港口建设一枝独秀，共建成生产泊位 246

个，2022 年，货物吞吐量完成 12.8 亿吨，同

比增长 3.4%；其中，唐山港货物吞吐量完成

7.7 亿吨，同比增长 6.4%，一举跃升为全球吞

吐量第二的沿海港口。

现代商贸物流载体建设全面加速，现有

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 6 个、国家物流示范

园区 6 个、中国零售百强企业 7 家、5A 级物

流 企 业 21 家 、 国 家 试 点 示 范 工 程 或 项 目

11 个。

邮政快递产业高速增长，全省打造出省

级集散中心 14 个、市级分拨中心 84 个、县级

中转场近 600 个、末端网点近 2.3 万个，业务

量 在 10 年 间 增 长 40 余 倍 ， 年 均 增 幅 达 到

45%，直接吸纳就业达 10 余万人。

进出口物流业态稳步发展。石家庄海关

专门为此出台系列优惠措施，今年一季度，

河北省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较 2017 年分别

压缩 81.3%、95.12%。今年前四月，全省外贸

进出口总值达 1934.1 亿元，同比增长 17.9%，

其中，出口增长 26.2%、进口增长 5.9%⋯⋯

河北是环京津、环渤海的重要省份，地理

位置非常重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

河北的定位是“三区一基地”，其中“一基地”指

的就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河北省在优化产业布局、做强产

业载体、延伸产业链条等方面狠下功夫。确立

了做优环首都商贸物流圈，打造环首都生活服

务保障基地；做强沿海、冀中南 2 大商贸物流产

业集群，推动秦皇岛、唐山、黄骅国际贸易大港

和石家庄国际陆港建设。推动物流枢纽、物流

园区互联互通，构建“枢纽+通道+网络”现代物

流运行体系的发展思路，全面推进全省商贸物

流业优化升级健康发展。

为 此 ， 河 北 在 全 省 实 施 了 物 流 布 局 优

化、物流结构完善、物流方式创新、物流效

能提升、物流枢纽建设、物流园区升级、物

流网络联通、物流企业培育、物流标准推广

等 10 项工程，使得河北省商贸物流产业出现

了百舸争流蒸蒸日上的局面。2022 年，河北

省完成商贸物流业增加值 6252.1 亿元，占全省

GDP 比重为 14.8%；快递业务量 52.7 亿件，居

全国第 5 位，同比增长 4.1%，增速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2 个百分点；网络零售额 4192.5 亿元，

同比增长 16.4%，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2.4

个百分点。今年 1 月至 5 月，快递业务量 23 亿

件，同比增长 19.81%。

河北省商务厅负责人介绍，河北现代商

贸物流业前景非常广阔，且已经进入高速发

展期。接下来的目标是到 2025 年，物流规模

进一步扩大、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物流效

能进一步提升，全社会货运量达到 28 亿吨左

右，社会货物物流总额达到 11 万亿元左右，

全省物流业增加值达到 3400 亿元左右，物流

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比率下降到 13.5%左右；

到 2027 年 ， 全 省 物 流 载 体 支 撑 能 力 大 幅 提

升，全社会货运量达到 30 亿吨以上，社会货

物物流总额达到 13 万亿元左右，全省物流业

增加值达到 3800 亿元左右，占生产总值比重

为 6.7%。物流效率大幅改善，物流费用与地

区生产总值比率下降到 12.5%左右，基本形成

面向世界、辐射全国的物流格局，为构建新

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

（数据来源：河北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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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河北冀德医药有限公司物流中心，
工作人员正在装运药物

货轮停靠在黄骅港煤炭港区作业
河北省邯郸市 2023 年首趟“邯郸国际陆港号”中

欧班列驶离邯郸铁路货场

河北省保定高碑店首衡智慧冷链物流园数艘巨轮正靠泊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接卸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