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營經濟促進法出台在望民營經濟促進法出台在望

4月27日至30日在北京舉行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

議將審議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這意味着中國第一部專門關於民營

經濟發展的基礎性法律，在繼去年12月和今年2月兩次審議後，即

將迎來第三次審議，並有望加快獲得通過並出台。北京專家接受香

港文匯報採訪時指出，作為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重大改革舉措之

一，民營經濟促進法立法進程之快，體現了其意義重大，且共識強

烈。它的出台和實施，將民營經濟的權益保護、平等競爭、支持創

新等要求固化為法律制度，有助於增強企業家信心，為民營經濟發

展創造可預期的環境和廣闊空間；而在當前中美博弈加劇的背景

下，這也將進一步發揮民營企業的重要作用，激發中國經濟活力，

集中力量打贏國際領域的系統性競爭。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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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草案三審「兩個毫不動搖」首寫入法律 突出法治保障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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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是中共二十屆三中
全會作出的重要部署。歷經8個月起

草，去年10月10日，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
開始公開徵求意見，全文共9章77條，圍繞
民營企業的平等對待、促進發展、規範經營
和保護權益展開。2025年2月24日，民營經
濟促進法草案二審稿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
委會二次審議，兩個月後，十四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將對其進行第三次審
議。
據悉，立法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列入全國
人大常委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一般應當經
過三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後再交付表
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黃海華25
日表示，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經過反覆修改
後已經較為成熟，建議進一步修改完善後及
早審議出台。
「這一立法進程回應了各方對加快出台這
部法律的迫切需求。」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教授胡錦光對香港文匯報表示，近年來，受
國內外複雜形勢影響，民營經濟發展面臨一
些困難和挑戰，亟需法治的權威性和約束力
為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保障。而今
年適逢「十四五」規劃收官之年和「十五
五」規劃謀劃之年，特別是在當前中美博弈
加劇、關稅戰烏雲壓頂的背景下，民營經濟
的高質量發展事關穩增長大局，同時充分發
揮其擴大就業、促進內需、完善統一大市場
的作用，有助於團結一致、積極應對外部挑
戰。

三審稿進一步充實支持舉措
他認為，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不僅將近年
來中央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重大方針、
政策舉措上升為法律規範，還匯集了《優化
營商環境條例》、民營經濟31條等已有的條
款、規則、法條，能夠集中體現對民營企業
的保護，具有宣示性功能。特別是首次將
「兩個毫不動搖」（編按：指毫不動搖鞏固
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
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寫入法律，並提出
「平等對待、公平競爭、同等保護」原則，
從制度和法律上提高了民營企業的地位。
據新華社報道，和一審稿相比，草案二審
稿吸收了有的常委會組成人員和地方、企
業、社會公眾提出的進一步
突出法治保障作用的建議，
充實完善了相關內容，增加
了多項規定，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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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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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行業協
會商會及時反映行業訴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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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此外，草案三審稿進一
步充實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相關舉措。

強化信心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業界普遍認為，二審稿進一步突出了法治
對民營經濟發展的保障作用，有望持續提升
民營企業家的信心。胡錦光指出，「不得對
民營企業實施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罰款」等
內容，在現有的法律規範中都已有規定，在
草案二審稿中以條文的形式再次予以宣示，
是為了表明態度、穩定預期、強化信心。
北京市高朋（深圳）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李
克峻律師認為，二審稿增加的條款具有較強
的針對性，意味着只要收費、罰款沒有法律
依據，或者遭遇攤派，民營企業均可拒絕，
甚至據此提起訴訟，具有較強的可訴性；對
於法院來說，也具有較強的「可裁性」。首
都經濟貿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孫喜則
表示，「鼓勵行業協會發揮作用」有利於民
營企業加強產業協同，把產業鏈上下游對接
起來，並將行業共性問題在政府和企業之間
做好溝通。
專家認為，草案即將提交三審，預示着這
部法律應該會加速審議通過並頒布施行。法
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只有將民營經濟發展
納入法治化軌道，才能有效
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
家權益，激發市場主
體活力，為民營經濟
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
保障。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黃海
華25日表示，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三
次審議稿進一步充實支持民營經濟發
展相關舉措，推進嚴格規範公正文明
執法，優化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高質

量發展的法治環境。業內人士指出，近
年來少數地方政府實施的趨利性執法、「遠洋捕撈」式
異地執法、抓商引資、以刑化債等現象，被民營企業認
為是政策不確定性大、預期不穩的一個主要方面，這一
立法精準回應了民營企業對改善執法環境的迫切需求。

趨利性執法可致企業破產
「趨利性執法、異地執法對民營企業家危害是非常嚴
重的，可以造成一個企業直接破產倒閉。」北京君樹律
師事務所主任謝通祥律師常年關注民營企業權益保護，
他為香港文匯報記者展示的一份案件素材顯示，某省會
城市的市場管理局為了罰款，違法自行把已通過合法途
徑註銷多年的公司營業執照恢復正常，然後下發行政處
罰決定書對該公司處以高達92億元的罰款，處罰完之後
又自行把公司註銷，此外還通過法院查封凍結了公司股
東及其近親屬幾十億元資產，造成了數個公司直接無法
經營。
他指出，近年來少數地方政府因面臨財政收入下降和
支出壓力增大的困境，採取了簡單粗暴的經濟刺激措
施，出現趨利性執法、「遠洋捕撈」式異地執法、抓商
引資、以刑化債等現象。執法亂象的根源在於民營經濟
權益保障缺乏系統性法律支撐，法律法規更新不及時，
部分法律法規未能及時跟上經濟社會發展的步伐，導致
在處理新型經濟糾紛時存在法律空白或模糊地帶。

專家倡處罰不公正執法者
謝通祥表示，中央正在加緊審議出台民營經濟促進
法，其草案要求推進嚴格規範公正文明執法，可謂正逢
其時。草案中有許多規定，切實維護民營企業和企業家
的合法權益，包括第五十九條：徵收、徵用財產，應當
嚴格依照法定權限、條件和程序進行；第六十條：查
封、扣押、凍結涉案財物，應當遵守法定權限、條件和
程序，嚴格區分違法所得、其他涉案財物與合法財產，
民營經濟組織財產與民營經濟組織經營者個人財產，本
人財產與案外人財產，不得超權限、超範圍、超數額、
超時限查封、扣押、凍結財物；第六十一條：辦理案件
應當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禁止利用行政或者
刑事手段違法干預經濟糾紛。第六十二條：辦理案件需
要異地執法的，應當遵守法定權限、條件和程序。
他認為，執法機構規範公正文明執法是優化營商環境
的關鍵，能切實保障企業家合法權益。此外，他建議，
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對於事關民營企業家典型的大案
要案直接提審和抗訴，當務之急是糾正幾個典型的趨利
性執法案例，對有意造成不公正執法的人員給予處罰，
強化執法人員維護正義的責任意識和對執法權力的敬畏
感。

機構最新調查顯示，超過六

成的受訪企業表示對民營經濟

促進法草案整體比較滿意，認為「基本達到

預期」。

去年年底，北京大成企業研究院與北京知

行合一陽明教育研究院合作開展「民營企業

發展情況問卷調查」，共有不同地區806家

民營企業負責人填寫問卷，參與調查的企業

大多數為中小企業，「所屬行業」中，

29.8%來自第一產業，23.2%來自第二產業，

46.7%來自第三產業。問卷專門就企業對草

案的評價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受調企業

整體上對草案比較滿意，62.5%的企業認為

「基本達到預期」，37.5%的企業認為「未

達到預期，尚需較大修改」。課題組認為，

這表明草案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中小企業的

期盼和訴求，期待草案在吸收合理意見後進

一步修改完善，加快制定出台，更好發揮法

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為

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半數企業：減稅降費最迫切
關於當前提振民營企業信心，在哪些方面

發力最迫切、最有效，50%的受調企業認為

是更好落實減稅降費和金融支持措施；40.7%

的企業認為應依法保護企業產權和企業家人

身權，切實糾正錯案冤案；38.0%的企業家認

為是防止政策多變、一刀切；36.8%的企業認

為是制止、糾正一些地方和部門的趨利執法

和「遠洋捕撈」式異地執法。此外，選擇

「以發展眼光客觀看待和依法妥善處理涉企

歷史案件」「禁止在招標投標和政府採購中

設置隱性壁壘，限制或者排斥民營企業」

「切實解決拖欠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賬款問

題」「進一步營造良好國際環境，改善企業

對外貿易和投資環境」「及時制止否定改革

開放、詆毀民營經濟的錯誤言論」等5個方

面選項的企業佔比都超過了三成。

專家認為，民營經濟促進法將為保護民營

企業權益提供更為全面和有法可依的法律基

礎，但其效力的發揮仍需要真正做到有

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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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六成企業：草案基本達到預期

民 營 經 濟 促 進 法
形 成 過 程

中共二十大強調，要優
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
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
和企業家權益，促進民
營經濟發展壯大。

2022年
10月

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列入
全國人大常委會2024年
立法工作安排。

2024年
2月

司法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商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共同牽頭，組建
了由17家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單位組成的立法起草工作專班，組織專家研
究，分赴地方調研，聽取民營企業代表、專家學者的意見建議，數易其稿，
之後送53家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單位和31個省（區、市）人民政府徵求意

見，對各方面提出的近千條意見逐條研究、吸收採納，修改形成草案。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
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
現代化的決定》，明確要求「制定民營經濟
促進法」。二十屆三中全會後，對標全會精
神對草案又作了進一步修改完善。

2024年
10月10日

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開始在司法
部、國家發展改革委門戶網站向社
會公開徵求意見，截止時間至
2024年11月8日。

2024年
12月

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二審稿提
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
四次會議審議。

2025年
2月

2025年
4月25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黃海華在記者會上表示，民
營經濟促進法草案三審稿即將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十五次會議審議，草案三審稿進一步充實支持民營經濟
發展相關舉措。

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
三次會議對民營經濟促進法
草案進行了初次審議。

●4月25日，全國人
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
員會發言人記者會在
北京舉行，發言人黃
海華介紹立法工作有
關情況並回答記者提
問。 中新社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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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