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❶登記在冊民企數量超5500萬戶，佔企業
總數比例超92%

•民企佔中國消費品進口比重首次超過
50%，同比提升2.8個百分點至51.3%

近日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釋放了促進
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信號。
24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對
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進行二次審議，為民營企
業實現更大發展再次注入新動力。多家民營企
業及相關機構負責人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認
為，當前廣大民營企業仍然面臨市場准入存在
隱性門檻、資金流動性壓力大、數字化轉型成
本高等問題，期待有關部門精準施策，形成系
統化解決方案。也有企業認為，港澳有着眾多
國際化專業人才儲備和資源，可幫助擴展民營
企業出海的深度和廣度。

大公報記者郭瀚林、任芳頡北京報道

「長期以來，融資難、融資貴一直是制約中小企
業發展的桎梏。」 江蘇開利地毯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蔣煌洲對大公報記者表示，許多中小企業研發資金有
限導致創新能力不強，數字化升級困難，同時也缺乏
相關的資質、認證或技術適配能力。

「國家應鼓勵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共建協同創新機
制創新聯合體，讓大企業發揮在工業互聯網建設方面
的資源、人才及產業基礎優勢，基於產業打造適合中
小企業的工業互聯網平台，提供低成本、模塊化轉型
工具，助力中小企業精準對接與升級。」 蔣煌洲提
議，設立國家級協同創新基金，引導社會資本參與，
保障長期的資金支持以降低中小企業協同創新門檻。

「近年來， 『走出去』 已成為中國民營企業開拓
發展空間、尋找新增長點的重要方向」 。廣州嘉檢醫
學檢測有限公司創始人張巍對記者表示，中小企業在
國際市場中規模較小、根基較淺，常常缺乏品牌優勢
與議價能力。 「希望有關部門鼓勵中小企業利用大數
據、雲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技術，優化生產流程和供應
鏈管理提升產品質量和創新能力，並通過數字化工具
精準觸達目標客戶群體。」

張巍談到，民營企業出海仍普遍面臨着金融和法
律風險。例如，企業在出口貿易中的利潤可能因匯率
變動大幅縮水。中小企業還缺乏國際化經營經驗，難
以適應目標國複雜的法律法規、稅務政策和勞工標
準。 「國家可依託港澳地區國際化資源和人才，搭建
中小企業海外服務平台，集中提供物流、財稅法律等
『一站式』 服務，幫助企業解決出海過程中的實際問
題。此外，港澳眾多國際化專業人才儲備，可擴展民
營企業出海的深度和廣度。」

政務服務一體化 完善營商環境法治保障
遼寧興達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田興東表示，

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中進行申報項目、辦理行政許可、
審批等事項的時間成本、經濟負擔仍然較高。且因政
府各部門信息未及時共享，該辦事項被擱置的現象仍
普遍存在。

「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應當盡快健全統一政務服
務機制，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在政務服務領域的應
用，為經營主體提供規範、便利、高效的政務服
務。」 田興東建議，應當推進政務服務標準化建設，
編製公布統一的政務服務事項目錄及其辦事指南，明
確辦理條件和流程、所需材料、收費標準、聯繫方
式、投訴渠道等內容。

中小企盼借香港國際化優勢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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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馬靜北京報道：十四屆全國
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24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
堂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備受關注的民營經濟促進
法草案二審稿提請會議審議，草案二審稿增加規
定，任何單位不得違反法律、法規向民營經濟組織
收取費用，不得實施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罰款，
不得向民營經濟組織攤派財物。會議還審議了民用
航空法修訂草案，該草案明確民用航空事業高質量
發展的總體要求，強化民用航空活動安全保障，促
進通用航空和低空經濟發展。

草案二審稿進一步體現黨中央關於構建高水平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等要
求；增加規定國務院和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定期向

本級人大常委會報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情況；進一步
充實完善法治保障相關內容；增加相關規定發揮行業
協會商會在促進民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等。

不得向民營經濟組織攤派財物
據悉，草案二審稿中增加規定：一是，根據立法

法的規定，與經營主體生產經營活動密切相關的法
律、法規、規章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屬於審判、檢察
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不溯及既往，但為了更
好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和利益而作的
特別規定除外；二是，針對同一檢查對象的多個檢查
事項，應當盡可能合併或者納入跨部門聯合檢查範
圍；三是，任何單位不得違反法律、法規向民營經濟

組織收取費用，不得實施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罰
款，不得向民營經濟組織攤派財物。

此外，草案二審稿還增加規定，有關行業協會
商會依照法律、法規和章程，發揮協調和自律作
用，及時反映行業訴求，為民營經濟組織及其經營
者提供信息諮詢、宣傳培訓、市場拓展、權益保
護、糾紛處理等方面的服務。

民用航空法修訂草案初次審議
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初次

審議的民用航空法修訂草案，共15章255條，對現行
民用航空法作了較為全面的修改完善。修訂草案內
容包括促進通用航空和低空經濟發展，明確國家鼓

勵發展通用航空，加快構建通用航空基礎設施網
絡；拓展通用航空業務範圍，允許通用航空企業從
事部分定期運輸業務；促進通用機場發展，在 「民
用機場」 一章中專設 「通用機場」 一節，對國家統
籌運輸機場和通用機場協調發展等作了規定；保障
低空經濟發展對空域利用的合理需求。修訂草案還
完善涉外法律關係制度設計，強化與相關國際規則
的對接融通。

這次常委會會議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為召開十四
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作準備。會議審議了全國人大
常委會工作報告稿，審議了委員長會議關於提請審
議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議程草案、主席團和秘
書長名單草案、列席人員名單草案等議案。

不得實施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罰款



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二審稿擬增規定

中小企業 國民經濟生力軍
•貢獻了超過50%的國家稅收

•創造了60%以上的GDP

•產出了超過70%的技術創新成果

•解決80%以上的城鎮就業

•數量佔全國企業總數的90%以上

大公報記者郭瀚林、任芳頡整理

▲民營企業是中國外貿的主力軍。圖為海關部門在深
圳一家新能源企業調研出口情況。 受訪者供圖

立法進程提速 為民企護航
備受關注的民營經濟促進

法草案24日進行二次審議。全
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接下來將
進一步徵求各方面意見，修改

完善草案。中國中小商業企業協會執行會長
任興磊對大公報表示，民營經濟促進法立法
進程的推進，有利於體現國家對民營經濟的
支持。

「民營企業座談會後，國家發改委、
市場監管總局等部門開展了一系列相關政
策的落實和部署。例如，針對長期困擾民
企的賬款拖欠問題，提出 『加力推動解

決』 ，將歷史欠賬納入制度化治理軌道；
再如明確 『修訂市場准入負面清單』 ，意
味着對民企開放領域將從局部試點轉向系
統性調整。」 任興磊指出，這些政策的實
質是讓民企從 「政策受益者」 轉變為 「國
家戰略共建者」 。

任興磊認為， 「兩會政策最值得期待的
有三大方向：一是市場准入負面清單的實質
性精簡，擴大民企投資空間；二是金融支持
工具創新，緩解科創型中小企業融資難問
題；三是立法進程提速，推動《民營經濟促
進法》落地，為民企提供穩定法治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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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民企在中國外貿創三個首次

數看民企發展

▲長期資金支持是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圖為工人在數控機床公司總裝車間作業。
新華社

▲培養 「工匠型」 人才利好製造業民企發展。圖為工
人在長城汽車智慧工廠總裝車間工作。 新華社

大公報記者郭瀚林、任芳頡整理

•有進出口實績的民營企業數量首次超過60
萬家，達到60.9萬家

•民企首次成為中國高技術產品的最大進出
口主體，進出口高技術產品增長12.6%，佔
中國同類產品進出口總值的比重提升3個百
分點至48.5%

定向培養「工匠型」人才
秦皇島鵬潤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孫維傑：

困境：中小製造企業仍普遍面臨技工 「招不來、留不住、用不好」 的困境。年輕人更傾
向於選擇服務業或新興行業，導致車工、鉗工、焊工等基礎技術崗位長期缺員。

建議：建立製造業技能人才需求數據庫，職業院校依據動態數據調整專業設置。建設跨
企業培訓中心，配置高端數控機床等實訓設施。此外，相關政策可在落戶積分、子女教

育、醫療保障等方面給予高技能人才政策傾斜。

推動「老頭樂」合法化發展
鴻日汽車集團副總裁吳建國：

困境：隨着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四輪低速電動車為例（俗稱 「老頭樂」 ）正好匹配了
老年人群的出行需求。然而，國家一直未給予該車合法的身份，有些地區採取粗暴禁行
迴避矛盾。

建議：針對生產、銷售、駕乘、治理等環節，堅持以疏代堵，政府牽頭整合工信、市
場、公安三部門力量，在企業准入、行業規範、車輛登記等方面協同行動。 「出台相關
標準，加強行業治理，打擊假冒偽劣產品。」

放開商業招牌限制
北京無二記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孟令悅：

困境：現行的廣告管理法規在部分條款上缺乏明確的實施細則，尤其不同地區的法規和
政策差異較大，缺乏統一的國家標準和規範。

建議：取消招牌限制，能夠從多維度促進消費。 「想像一條街道，既有復古風格的招牌
傳遞着歷史韻味，又有科技感十足的招牌展現現代潮流，消費者更容易產生更多即興消
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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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郭瀚林、任芳頡整理

❺專精特新 「小巨人」 企業中民企佔比高達
95%

❹研發投入前1000強民企的科研支出佔全國
企業研發經費的51.75%

❸2024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擁有有效專利
66.7萬件，同比增長9.4%

❷2024年民企實現進出口24.33萬億元人
民幣，佔外貿總值的比重提升至55.5%

民企發展迎機遇 精準施策受關注

資金支持 降中小企協同創新門檻

兩會前瞻【民營經濟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