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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民营经济发展态势如
何？破解挑战矛盾出路何在？民
营企业如何把握机遇发展壮大？

新华社13日推出新一期“中
国经济圆桌会”大型全媒体访谈
节目，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
经济发展局局长魏东、广州禾信
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振、
成都齐碳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
人白净卫及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
济学院副院长魏楚同台，共同为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支招。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
力量。

参加“中国经济圆桌会”访
谈的官员、专家和企业代表一
致认为，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
重要性不可或缺，以高质量发
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将为我
国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供宝贵
机遇和广阔舞台。

以视频方式参加圆桌会的
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向记
者透露，有着30多年历史的娃
哈哈集团将发力大健康行业。

据介绍，从 2010 年开始，
娃哈哈就着手益生菌的研发及
产业项目布局，希望做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菌种。2017年，菌
种车间的投产让娃哈哈变“中
国制造”为“中国智造”，增强企
业发展内生动力。

“民营经济完全有条件抓
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
程中孕育的新机遇，通过坚守
主业、做强实业、转型创新，走
高质量发展之路。”魏东说。

抓住发展新机遇，关键还
要靠创新。

统计显示，民营企业是科
技创新的重要主体，贡献了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在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中占比超过80％。

“民营企业当中出现了更
多专精特新企业和创新型企
业，这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之路，也是在当前推动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必然结果。”魏楚
说。

民营企业已深刻地感受到
科技创新带来的“时代红利”。
2023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调
研分析报告显示，参与调研的
500 强中近 7 成企业认为，在
新发展格局下企业将迎来科技
创新带来的新机遇。

魏东介绍，为鼓励民营企
业创新，国家层面已经明确了
民营企业可以牵头承担的重大
科技攻关领域，包括工业软件、
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
网、基因和细胞医疗、新型储能
等。

“基因和细胞治疗被列入
民营企业可以牵头承担的科技
攻关领域，让我们备受鼓舞。”
白净卫说，“这是国家对我们民
营企业科研能力的认可，也让
我们更有信心在基因测序新赛

道上把产品做精做好，带动整
个产业链发展。”

创新不易，需要在大变局
大风浪下保持定力。

“创新风险无处不在，保持
定力就要有理想、有奉献精
神。我们始终坚信，中小企业
能办大事。”周振说，质谱仪器
在国外已经发展80年，中国才
刚刚20年，但企业对追赶国际
先进水平有信心。

魏楚认为，在全球经济复
苏乏力背景下，我国经济仍处
于修复式增长阶段，提振民营
经济发展信心也需要一个恢复
过程。

经历了改革开放几轮经济
周期的老一代企业家代表宗庆
后，对新一代企业家充满期待。
他认为，企业家要有创新精神
和社会责任担当，脚踏实地稳
步前行，“只有坚持方向正确，
才能在发展中克服重重困难挑
战、取得成功。”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
征程上，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
能弱化。政府发力，企业努力，
各方合力，民营经济必将在高
质量发展中开拓更广阔的舞
台、开创更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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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高质量目标坚定发展壮大的信心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当务之急要有效破解阻碍发展
的难点、痛点和堵点问题。

在魏楚看来，民营企业遭
遇的困难突出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生产要素保障不足，如资
金压力大，高级人才缺口大，对
数据要素的应用广度和深度较
低；二是存在技术创新短板，

“从 0 到 1”的基础研究较弱，
“从1到N”的应用转化仍有提
升空间；三是制度环境有待改
善，包括市场准入壁垒、不公平
竞争、遭受选择性执法等。

周振对人才缺口深有感
触：“高端科技仪器研发投入
大、周期长，最缺的就是尖端人
才。”

如何让政策真正落地见
效、惠及企业？

魏楚认为，民营企业面临
的发展难题，与一系列内外部
因素叠加冲击有关。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是一个系统工
程，需要各部门各地方形成合
力、不同政策有效组合，杜绝

“眉毛胡子一把抓”。
中央意见发布后，为抓好

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相关
部门专门出台《关于实施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
通知》。“在细化实化举措方面，
我们落实了具体分工，明确了

‘谁来干’，以及民营企业遇到
问题时‘该找谁’。”魏东介绍
说，这些举措有的很具体，比如
直接赋予实力较强的规模以上
民营企业职称评定评审权。地
方政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情况
也被纳入国务院年度综合督
查，以更好调动地方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白净卫说，赋予职称评定
评审权，对于民营企业培养创
新人才具有很大激励作用，能
更好激发专业技术团队的工作
热情。

政策加力，企业也在想方
设法主动突围。

在拥有全球最大小商品市
场的浙江省义乌市，记者调研
发现，面对挑战，当地民营企业

通过加大创新以变应变，靠着
高性价比、高品质的产品重塑
客户黏性，赢得更多贸易订单。

浙江颜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支建娟告诉记者，公司
投入大量资金建立设计团队，
并在南美洲设立了很多代理
商，设计更多适应当地风格的
产品，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竞
争力。

民营企业对政策落地也有
更多期待。全国工商联最近的
一份调研报告提到民营企业的
四点新期盼：一盼市场准入更
加公平；二盼政策落实更加有
效；三盼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四
盼舆论氛围更加友好。

魏东表示，下一步将围绕
政策、交流、合作、监测、评估、
宣传搭建六大服务平台，开展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的预评
估，常态化听取各方各界对民
营经济发展的所思所盼，及时
跟踪了解、统计分析民营经济
发展状况，确保各项政策取得
实效。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需要汇聚各方合力

贡献 50％以上税收、60％以上 GDP、
80％以上城镇就业……占据国内生产总值
半壁江山，作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力量的
民营经济，今年以来发展态势备受关注。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虽然前三
季度我国民间投资下降0.6％，但降幅比前
8 个月收窄 0.1 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进出
口显著高于整体进出口增速，发挥了外贸

“稳定器”作用。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持续恢复向好，我

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呈现出边际改善态
势。其中，第二产业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回
暖，中小企业发展景气度总体平稳，个体工
商户经营状况也有所改善。”魏东在“中国
经济圆桌会”访谈时这样评价。

魏东同时表示，当前民营经济发展还
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在下一步工作
中持续推动解决。

今年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近段
时间，各相关部门、各地区也出台了一系列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9
月4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成立民营经济发
展局的消息一经发出，便引起广泛关注。

这个新机构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魏东道出新机构成立的缘由：习近平

总书记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
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
实事。成立民营经济发展局，正是为推动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抓工作的“一盘
棋”提供保障。

“民营经济发展局职责103个字，关键
词都是‘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局将始终坚持
全心全意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服务。”魏东
强调，“我们是民企的娘家人，是自己人。”

被服务对象如何看待？白净卫在“中
国经济圆桌会”上说，在网上经常看到国家
出台新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但具体怎
么落实、该去找哪些部门、如何申请，都要
花大量精力。“我理解，成立这个机构，就是
为了更好与民营企业联系沟通。”

“政策千万条，落地第一条。”周振在
“中国经济圆桌会”接受访谈时说，能真切
感受到国家想让政策准确、快速落到企业
身上的决心。

魏东介绍，民营经济发展局成立后，正
加快建立健全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机制、与
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我们组织
了多场座谈会，面对面听取民营企业负责
人的诉求和意见，推动解决困难问题”。

针对政策陆续出台落地，安徽中企东
方科技企业加速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忠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系列举措直击民
营经济发展痛点难点，呼应当下民营企业
所期所盼，让大家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未来，民营企业有望迎来更多政策利
好。魏东介绍，民营经济发展局正在建立
民营经济发展形势监测指标体系，将密切
关注并及时推动解决重大苗头性、倾向性
问题。同时，还在组织开展“十五五”时期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重大课题研究，
不断为民营经济发展做好服务。

◀在山东
邹平魏桥轻量
化基地宏奥全
铝车身集成生
产车间，工业机
器人在流水线
上作业（2023年
9月13日摄）。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新华社记者
韩 洁
于佳欣
刘开雄
陈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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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发展局
要当好民营企业“娘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