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企发展更需要“阳光雨露”
“我卖过冰棍，放过录像，开过百货店，创业32年，一路走来很艰辛，更需要社会

各界的阳光雨露”，5月9日，在“工商联与民营经济共成长”启动仪式上，安徽南翔

集团董事长余渐富这样感慨。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更深有感触地说，工商联的悉心培养不但提高了他的

政治觉悟，同时也拓宽了产业眼界和企业家的素养，让他在十年间从一个大学生成

为一个取得阶段性成功的民营企业家。

合肥华泰集团董事长陈先保则认为，当前我省的民营经济虽然已形成一种较

为重要的经济力量，但民营企业家群体的“软实力”仍需进一步提高，以赢得更大的

发展空间。民营企业老板应注意学习，注重进步。

我省空前“给力”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是安徽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之一，在经济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

色”，省工商联党组书记陈翔说道，近年来，安徽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壮大，

已成为安徽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此次颁布实施《意见》，就是从前所未有的高度，空前“给力”民营经济，而“工商

联”作为党和政府连接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桥梁”和“纽带”，也被冠以前所未

有的使命和责任。陈翔告诉记者，根据《意见》，结合我省各地将充分发挥工商联

“媒人”作用，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工商联与民营经济共成长”活动，力争用三年左右

时间解决影响工商联发展的组织机构、职能作用、干部素质、工作条件等方面的突

出问题，增强各级工商联履职尽责能力。目前，此项活动已正式启动。

企业与工商联互动
与此同时，我省还将开通“民营企业直通车”，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和

共性问题、工商联系统重要调研成果、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重大情况反映和合理建

议，建立工商联专报制度，形成高效快速的工作流程，促进相关问题的解决，优化非

公经济发展环境。据了解，近期我省还将积极支持工商联开展“商会合作共建皖

江”等活动，不断创新和完善工作载体，形成品牌效应。

余渐富认为民营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社会的一个组成细胞。在发

展过程中离不开党和政府以及各级部门的关心，尤其是工商联。“民营企业家通过

工商联这个自己的组织进行沟通、借鉴和研讨，工商联也可以在为企业家搭台唱戏

的服务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和民营企业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

让民营经济多尝甜头
“对我们来说，发展中最大的困境就是融资的问题”，在记者采访池州红森置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咸红时，他脱口而出，道出了自己企业发展中的最大瓶颈。而实

际上，对于很多民营企业来说，融资困境、抱团发展、人才培养都是他们在发展中必

须要面临的一道“坎儿”。

我省将出台更多优惠政策，让民营经济尝到更多“甜头”。省政协副主席、省工

商联主席李卫华表示，今后工商联将参与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教育培训等

服务载体建设。据介绍，我省工商联将建立“五大中心”：积极筹建省工商联教育培

训中心、牵头组建“省工商联非公经济民商事调解中心”、加强省工商联投融资中心

建设、加强省工商联人才服务中心建设、组建省工商联信息服务中心。

多部门“联动”排忧解难
我省将多部门“联动”，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来自省经信委的资料显示，我省

将进一步推动100个产业集群专业镇建设，推进特色产业集聚，延伸产业链条，对省

级产业集群镇内的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则表

示，我省加快非公有制企业进出口经营权扩散步伐，强化对非公有制企业新获进出

口经营权企业业务辅导和培训，推动非公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省发改委将民间投

资计划纳入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将一部分民间投资重大项目纳入全省861行动

计划的安排上。

“从现在开始，要立即响起来、迅速动起来、尽快热起来”，省委统战部部长沈素

琍指出，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出来这么多利好政策，有利于助推工商联的发展，助

推民营经济的发展，就看能不能有效地抓住机遇，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机遇留下来。

漫画/王恒

日前启动的“686”民营企业上市梯度培

育工程仪式上，东莞市副市长邓志广称，东

莞市优质的上市资源非常丰富，理应在上市

方面有更好的成绩。在启动仪式上，记者获

悉，东莞拟在保持市一级上市民企后备资源

库有60家以上的储备基础上，推动每年约8

家企业进入上市辅导程序，约 6 家企业进入

发行申报程序或实现上市（含境外上市）。

据了解，东莞市目前形成了主板、创业

板、新三板的架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情

况选择上市板块。政府支持企业上市氛围

浓厚，给予企业上市大力支持，上市成功的

最高可以获得2000万元的奖励。这在全国也

是不多见的，其他城市一般只有几百万元。

东莞：成功上市最高奖2000万

政府出台的助动政策好不好由企业来

评价，还需要出台什么样的政策也由企业

来建议。浙江省为民营企业量身定做了六

大政策，包括建立经济气象“预报台”、搭建

企业发展难题“手术台”、建设民企发展理

念“宣传站”、建立民企培训“大课堂”、打造

突破民企资金瓶颈的“金刚钻”、搭建民企

国际交流的“观星台”，并且让企业直接参

与到决策过程中来，能够让政策最大程度

地体现企业的需求，不仅有利于政府部门

开展工作，把政策落到实处，也真正让企业

得到实惠。

2010年10月，山西民营经济转型跨越发

展大会召开。提出，山西将加大对民营经济

的资金支持力度，各类财政专项资金在支持

范围上要打破所有制界限，谁发展快、谁有

好项目就支持谁。在土地政策方面，要把民

营企业用地纳入总体规划，提高用地比例，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民营企业产业园区

和中小企业创业基地。对民企投资教育、文

化、卫生、养老等微利型社会事业的项目，可

采取行政划拨的方式提供土地，此外，山西

还探索向包括民企在内的各类企业选派“大

学生（研究生）企官”的办法。

山西：财政资金对民企“敞开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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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扶持民企政策

记者 宛月琴

安徽民企正阔步走在“黄金轨道”上，民营经济不断散发着活力和魅力。

未来，安徽还将如何“给力”民营经济发展？“与民营经济一起成长”的工商联会

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数以万计的安徽民营企业又能尝到哪些实实在在的“甜头”？

昨日，记者从省工商联了解到，《中共安徽省委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商联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近日出台，要求我

省各地、各部门一定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工商联工作

的重要意义，合力推动工商联工作开创新局面，促进民营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如何绕过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
怎样促成非公家族“抱团”发展？

安徽民企能尝到哪些“甜头”？

浙江：政策好不好民企“说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