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國兩會即將召開之際，由中國中小商業企業協會主辦的2025全國兩會代
表委員與中小企業座談會18日在北京召開，10餘位代表委員與來自科技、製造、
服務等領域的50餘家中小企業負責人交流研討。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小商業企業協會副會長王斌介紹，
現場收集到43條有效建議，將提交全國兩會，讓一線聲音直通
兩會。 「政策制定需更多傾聽市場主體的 『心跳聲』 」 。

設立專項基金

大公報記者 任芳頡、郭瀚林北京報道
與會人士紛紛表示，習近平總書記

17日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為
民營經濟的發展指明了方向，體現了
總書記對民營經濟、對科技企業的重
視，民營企業吃下了 「定心丸」 。

中國中小商業企業協會執行會長
任興磊在致辭中提出優化營商環境，
激發市場活力；推動數字化轉型，提
升企業競爭力；加強金融支持，緩解
融資難題；促進區域協同發展，優化
產業布局；關注綠色發展，推動可持
續發展；培育專精特新企業，提升創
新能力；強化政策落實，確保中小企
業受益等七點建議。

「儘管國家鼓勵創新，但研發周
期長、資金壓力大，希望政策能進一
步延長稅收優惠周期。」 「國際市場
波動加劇，期待政府搭建更多跨境合
作平台，助力企業 『抱團出海』 。」
……座談會上，中小企業代表直言

發展痛點。與會代表委員結合兩會部
署，圍繞企業提出的融資難、創新支
持不足、數字化轉型成本高等問題展
開討論，並發表了相關意見。

代表：要對企業家更包容
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國家金

融研究院院長田軒指出，提振民營經
濟需從制度層面構建包容創新的生態
體系。中央持續釋放支持民營經濟、
高端製造和科技創新的政策信號，但
涉企執法 「一刀切」 、個人破產制度
空白等問題仍抑制創新試錯空間。他
呼籲加快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明確債
務免責邊界，破除創業者 「一次失敗
終身負債」 困境；優化對賭協議機
制，培育立足長遠的耐心資本。 「企
業家創業創新，執著是最寶貴資產，
要對企業家更包容，以法治平衡風險
包容與責任邊界，讓企業家精神真正
成為產業升級的核心引擎。」

委員：構建「政策直通車」機制
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委員會委員

曲永義重點圍繞新質生產力的構建、
未來產業布局以及戰略性新興產業的
發展提出前瞻性建言。他提到，中小
企業要抓住產業鏈深度重構機遇，推
動 『鏈式轉型』 破局。從凝聚人心的
企業文化、科學完善的治理制度以及
差異化的創新能力三個要素突破，打
造企業競爭優勢。他特別強調，應加
快構建科技成果轉化的長效機制，打
通從科研到生產的關鍵環節，為民營

企業注入持續發展的創新動力。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中醫藥管理

局原副局長、中華慈善總會黨委書記
孫達說： 「企業代表提出的問題和建
議，體現了企業所需所盼。當下，破
解政策落地 『最後一公里』 是激發市
場活力的關鍵，呼籲有關部門構建
『政策直通車』 機制，開展政策精準
推送和輔導，創新中小企業融資模
式，為企業提供從數字營銷到智能製
造的階梯式賦能。中小企業要把握中
央支持民營經濟的政策春風，更要抓
住產業鏈協同升級機遇，把政策紅利
轉化為創新動能。」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計算
技術研究所高級工程師傅川在談及中
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時表示，中小企業
應通過供應鏈上下游協同推進數字
化，以降低成本、提升收益。

「政策制定需更多傾聽市場主體
的 『心跳聲』 。此次座談會收集有效
建議43條，相關建議重點突出、問題
務實，構思前沿，直面現實挑戰。我
將把相關建議帶到全國兩會，推動政
策制定更貼近企業需求、更聚焦痛點
難點。」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小商
業企業協會副會長王斌說。

責任編輯：嚴允通 美術編輯：馮自培

專家：徹底整治遠洋捕撈執法亂象

制定政策需更多傾聽市場主體心跳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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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異地趨利執
法、跨區域 「遠洋捕撈」 執
法、 「抓商引資」 、 「近海

垂釣」 涉企執法等現象引起社會高度關
注，諸多企業家對此聞之色變。

「從根源上來說，跨區域趨利性執
法頻發還是執法權力缺乏監督約束，缺
乏有效的責任追究機制，執法權力若不
受有效監督，便容易滋生濫用和腐
敗。」 中國中小商業企業協會企業權益
保護辦公室相關負責人18日向大公報表
示，遏制 「遠洋捕撈」 現象關鍵在於司
法體制改革，建議進一步強化司法保
障，改革罰沒返還制度，實行罰繳分
離，從源頭上遏制趨利執法衝動。

財政部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稅收

收入174972億元（人民幣，下同），
比上年下降3.4%；非稅收入44730億
元，比上年增長25.4%。

過度行政處罰挫傷企業信心
「社會各界、百姓議論最多的是，

非稅收入高速增長對行政機關執法公
正、公平產生疑問，並對創建法治政府
推進的反思。」 中國中小商業企業協會
專家諮詢委員，民建青海省委會參政議
政、經濟專委會原副主任張正興指出，
嚴格執行法律法規及政策規章機制未健
全，政府各部門依法辦事效能水平未得
到提升，影響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開
展。建議完善嚴格執行法律法規及政策
規章 「問政」 機制，督促政府各部門履

行職責，辦理事宜中注重務實求真效
能，讓企業和百姓帶來福祉。

他進一步表示，過度行政處罰挫傷
企業和個人對政府信心、信賴，並影響
經濟穩定健康發展。建議加快推進法治
行政機關建設，納入年度目標績效考核
範圍，並引進第三方對行政執法機關依
法行政和法治誠信建設情況評估，評估
結果向社會公開，接受社會各界監督。

專家表示，趨利性執法亂象沉疴已
久，建議國家開展趨利性執法專項整治
行動，成立專項工作組進行整頓，發現
一起，查處一起，絕不手軟，徹底整治
「遠洋捕撈」 執法亂象，重塑良好的法
治和營商環境。

大公報記者 任芳頡、郭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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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全國兩會代表委員與中小企業座談會18日在京召開。 大公報記者任芳頡攝

▶中國中小商業企業
協會執行會長任興磊
致辭。
大公報記者任芳頡攝

業界籲建機制 防止惡性內卷
2月18日，全國工商聯

執委、四川省政協常委、中
自科技董事長陳啟章對大公

報表示，17日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重
申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
經濟發展，並強調要保證各種所有制經
濟公平參與市場競爭，這讓企業家吃下
「定心丸」 。中國的民營企業極具奮發
向上的韌性和生機，只要給民企同等的
競爭參與機會，相信他們將激發創新活
力，繼續對社會的穩定與發展發揮重要
力量。

陳啟章提到，當前內地多個科技領
域 「惡性內卷」 現象嚴重，以光伏
行業為例，儘管中國光伏行業協
會早已設定了光伏組件的最低成
本價，但在實際招標過程中，

多家企業的中標價格仍然遠低於此線。
「企業侵佔知識產權的違法成本過

低，或者違法得不到及時追責，對知識
產權保護力度不夠，就會造成 『惡性內
卷』 。」 陳啟章提及，四川一家企業的
知產保護官司打了八、九年之久，時間
太長，非常不利於企業保護核心技術。

對此他建議，加快建立調解、仲裁、訴
訟等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提高知識產權
案件的審理速度，並開闢企業知識產權
保護工作的綠色通道，對專精特新 「小
巨人」 企業等重點中小企業的知識產權
予以重點保護，以此提升企業的創新積
極性和競爭力。 大公報記者張帥

激發
活力

中小企業期盼

◀全國工商聯執
委、四川省政協
常委、中自科技
董事長陳啟章。

受訪者供圖

法治
建設

專家
解讀

支持中小企業講好品牌故事，打造具
有文化內涵和視覺吸引力的品牌形象，依
託港澳地區國際化資源，助內地中小企業
出海。 大公報記者任芳頡、郭瀚林整理

政府設立專項科研
基金，資助中小企業與
高校、科研機構合作開
展芯片、算法等關鍵領
域的研發項目，助力人
工智能中小企業跨越技
術依賴、實現技術創新
海外布局。

金融業務創新

引導金融機構開
展供應鏈金融業務創
新，與科技企業建立
長期合作，共同開發
新的供應鏈金融產品
和服務，進一步拓寬
中小企業抵押擔保品
範疇。

扶持產業轉型

扶持中小企業向技
術密集型、高附加值產
業轉型，推動產業結構
升級、增加高質量就業
崗位。設立專項基金幫
助中小企業為員工提供
技能提升和職業轉換支
持，增強競爭力。

明確執法權限 支持建立品牌

強化法律法規的制定與修
訂，明確各部門的執法權限和
責任範圍，有效減少執法過程
中的交叉和重複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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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員收集民企建言 提交全國兩會傳遞一線聲音

中央挺民營經濟 中小企吃下定心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