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充足市场空间
———访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

民营企业座谈会近日召开，为

推进市场监管领域改革指明了方向。

围绕座谈会相关内容， 记者5日采

访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

记者： 民营经济在我国市场主

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张茅： 非公有制经济既是改革

开放的产物， 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

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工商和市场监

管部门提出了一系列鼓励、支持、引

导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

是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见证者和有

力推动者。

1979年2月，原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恢复建制的第一次局务会，就

决定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报告，

建议各地可以根据市场需要， 批准

个人从事个体劳动。 这是改革开放

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的第一个

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 为个体经济

的发展开了“绿灯”。

据统计 ， 全国个体工商户由

1980年底的80．6万户， 增长到今年

三季度末的7054.6万户，增长了86.5

倍； 私营企业由1988年底的9.06万

户， 增长到今年三季度末的3037.4

万户，增长了334倍。

截至9月底，全国实有市场主体

1.06亿户， 个体私营主体数量占全

国市场主体数量的95%。 民营企业

已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重要渠道，

从业人员已经达到3.6亿人，提供了

我国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和

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

记者：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清理

违反公平、开放、透明市场规则的政

策文件，推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

执法，市场监管总局将如何落实？

张茅： 要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

市场目标，健全竞争政策体系，坚持

竞争中立原则， 即对国有企业和民

营企业实行规则中立、税收中立、债

务中立，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

平等对待。加大竞争执法力度，规范

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

———全面实施公平竞争审查 。

在今年年底前组织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完成对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

公平竞争政策文件、 执行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情况的自查, 并向全社会

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建立以“双随机、一公开”为

基本方式的新型监管机制，不断提高综

合执法效能。 推进实现日常检查“双随

机”方式全覆盖，全面推进跨部门“双随

机”联合检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强化反垄断执法。 开展公用

企业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专项整治行

动，严厉打击滥收费用、强迫交易、搭

售商品、 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等限制

竞争和垄断行为。 强化经营者集中全

链条反垄断监管， 依法做好经营者集

中反垄断审查工作， 继续加大未依法

申报案件查处力度和附条件案件监督

执行力度。 在今年年底前清理废除现

有政策措施中涉及地方保护、 指定交

易、市场壁垒等的内容,查处并公布一

批行政垄断案件, 坚决纠正滥用行政

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建立完

善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机制， 提升企业

海外维权能力。会同有关部门在2018年

底前制定出台对网购、 进出口等重点

领域加强知识产权执法的实施办法。

（据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三大措施联系服务民营企业
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下发通知建立工作制度

本报讯 （记者张懿）为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把构建亲清新型政商

关系落到实处，按照《关于全面提升民营经济

活力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要求，经市委、市人民政府同意，市委办公

厅、 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就建立联系服务民营

企业工作制度有关事项下发通知。

根据通知，上海市、区两级党委、人大、政

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将定点联系服务重点

民营企业。 联系服务企业可采取到民营企业

调研、与民营企业家座谈、与民营企业家谈心

谈话、走访慰问民营企业家等方式。

通知指出 ， 联系服务民营企业主要包

括三大内容 ： 一是推动政策落实 。 通过联

系服务民营企业 ， 了解国家和本市促进民

营企业发展各项政策落实情况 ， 了解服务

民营企业工作开展情况， 了解民营企业对营

商环境的感受度。 针对政策落实和服务工作

不到位的问题， 协调相关部门及时推进落实

和完善。

二是协调解决问题。 了解民营企业经营

情况， 倾听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诉

求，及时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推动民营企业

做优做强主业、持续推进创新，支持民营企业

蓬勃发展、不断壮大。

三是关心民营企业家成长。 积极引导民

营企业家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国务

院及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从各方面关

心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 切实维护民营企业

家合法权益，坚定民营企业家发展信心，大力

弘扬企业家精神。

通知要求， 联系服务民营企业工作要加

强定期交流， 市、 区领导每年走访定点民营

企业或与民营企业主要负责人沟通交流不少

于2次， 并建立经常联系、 随时沟通的渠道，

讲究实效 ， 不搞形式主义 ； 要及时处理诉

求， 发挥市企业服务云等平台作用， 加快诉

求处理， 对民营企业反映的问题限期处置；

要加强统筹协调， 发挥市服务企业联席会议

制度的作用， 加强 “一事一议” 和 “一企一

策” 服务。 对民营企业反映的普遍性、 趋势

性问题， 及时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 加强制

度供给； 要处理好 “亲” “清” 关系， 真正

把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 既要坦荡真诚同

民营企业接触交往， 积极主动为民营企业服

务， 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又要守住底线， 把

好分寸， 将清廉内化在与民营企业家日常交

往的方方面面； 要做好督促检查， 市、 区党

委和政府督查部门要动态了解联系服务民营

企业情况及问题解决情况， 梳理分析尚未解

决的问题并督促相关部门加快解决。

探索推动民间科技合作
市政府与以色列科技部签署备忘录 应勇签约

本报讯 上海市政府与以色列科技部昨天在沪签署关于开展

科技合作的备忘录，双方将围绕多个领域开展科技创新合作。 上海

市市长应勇、以色列科技部部长奥菲尔·阿库尼斯代表双方签约。

上海与以色列有着悠久的人文交流传统， 良好的科技合作

基础。 近年来，上海与以色列紧紧围绕科技创新前沿，不断深化

交流合作，已逐步构建了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格局。

根据此次签署的合作备忘录， 上海市政府与以色列科技部

将重点围绕生命科学、农业技术、能源与环保技术等领域开展合

作，加强科技创新交流，并探索进一步推动民间科技合作。

应勇表示，上海将按照备忘录的内容，与以色列进一步加强

科技创新合作。同时，努力将中以（上海）创新园打造成两国合作

的示范区，实现共赢发展。

奥菲尔·阿库尼斯说，此次签署的备忘录十分重要，是以中

友好关系以及以色列与上海友好合作的重要体现， 将有力地促

进双方的科技交流合作。

以色列驻沪总领事普若璞出席签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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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 18130 期公告
中奖号码：

03＋04＋16＋18＋25 01＋11

一等奖 3 10000000 元

一等奖（追加） 1 6000000 元

二等奖 50 209777 元

二等奖（追加） 13 125866 元

三等奖 777 4720 元

三等奖（追加） 370 2832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6590885413.07 元

排列 5 第 18302 期公告
中奖号码： 1 9 9 4 0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18302 期公告
中奖号码： 1 9 9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建设知识产权保护高地
市政府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签署协议 应勇出席

本报讯 为打造知识产权保护高地， 支撑上海科创中心建

设，昨天，上海市政府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沪签署《关于在知

识产权领域发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补充协议》。国家知识产权

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国际运营（上海）试点平台同时揭牌。 上海市

市长应勇，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

事弗朗西斯·高锐、副总干事王彬颖出席活动。 上海市副市长陈

群主持。

应勇说，知识产权工作至关重要，上海希望在国家知识产权

局的指导下，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建设知

识产权保护高地。

高锐表示，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期待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和上海市深化合作，为上海发展贡献力量。

根据补充协议，上海市政府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在促进知

识产权转化与运用、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和加强知

识产权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合作， 集聚更多的知识产权国际资

源落户上海，加快推进上海建设亚太地区知识产权中心城市。

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国际运营 （上海） 试点平

台，将实现知识产权交易服务、金融创新、海外布局及维权、重点

产业运营及基础服务等核心业务功能， 打造立足上海、 服务全

国、联通世界的知识产权运营服务的关键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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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

中， 我们要不断为民营经济

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帮助民

营经济解决发展中的困难 ，

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 ，变

压力为动力， 让民营经济创

新源泉充分涌流， 让民营经

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 ，

习近平总书记认真听取民营

企业家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 明确提出了大力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壮大的 6 个方面

政策举措， 让民营企业和民

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 为民

营经济实现更大发展注入了

强大动力。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

度的内在要素， 民营企业和

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

党中央历来支持和鼓励民营

企业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出台一系列扶持民营

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 包括

今年以来促进金融市场健康

发展的一系列措施， 支持民

营经济发展， 提振了市场信

心。面对社会上一些否定、怀

疑民营经济的言论， 面对一

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 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重

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重

要方针，强调鼓励、支持 、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继续发展壮

大。 实践充分表明，支持民营

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

针，这一点没有改变、也不会

改变，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

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壮大 ，就要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

富内涵和精神实质， 增强支

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自觉性和

坚定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了 6 个方面政策举措： 减轻

企业税费负担； 解决民营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营造

公平竞争环境； 完善政策执

行方式；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

关系； 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

产安全。这些政策举措，务实

具体、深入全面，致力解决民

营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

旨在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促进民营经济实

现更大发展。这些政策举措，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可操作性，

深刻体现了党中央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视、关心和支持。各

级党委和政府对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的大政方针

认识上要到位，行动上要自觉，要把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作为

一项重要任务，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关心民营企业发展、民营

企业家成长，不能成为挂在嘴边的口号。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就要认真研究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结合实际抓好政策举措落实。

当前一些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 有些部门和地方对党

和国家的政策落实不到位是其中一个原因。一分部署，九分

落实。如何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如何降低民营企业特

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如何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

璃门”“旋转门”？ 如何积极主动为民营企业服务？ 如何把保

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落到实处？这些，都要求我们结合

具体实际，深入思考、研究解决。同时在政策落实过程中，还

要考虑实际执行同政策初衷的差别， 考虑同其他政策是不

是有叠加效应，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实际

出发，提高工作艺术和管理水平，加强政策协调性，细化、量

化政策措施，制定相关配套举措，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

落实，让民营企业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

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落

实好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我国

民营经济就一定能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赢得更加光明的

未来。 （载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11 月 5 日电）

刘桂五：起于草莽 殉为家国
刘桂五，字馨山，１９０２年出生于热河凌南（今辽宁省朝

阳市）。１９２４年，西北军名将宋哲元进驻热河，刘桂五应征参

军。后投奔白凤翔领导的地方武装，这支武装部队由张学良

的东北军改编，隶属骑兵第２军指挥，番号为骑兵第６师。 在

屡有战功的情况下， 刘桂五由班长、 排长逐步升为少校连

长。 １９３４年，刘桂五被提拔为骑兵第６师第１８团上校团长。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初， 张学良在西安再三苦谏蒋介石停止内

战未果，决定“兵谏”。 １２月１２日，刘桂五与白凤翔等人率部

突袭华清池，顺利捉蒋，刘亲手将蒋介石“请”上车。 西安事

变促成国内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１２月１４日，刘桂五被张学

良提拔为骑６师少将师长。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 消息传来， 刘桂五立即请缨抗

战。 ８月８日，刘桂五率骑６师加入了以马占山为首的东北挺

进军，开赴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全面抗战爆发后，第７军团

总指挥兼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部在平绥线和山西抗击日

军，刘桂五的骑６师担负起了保卫绥远的重任。 他率部在绥

远前线与日军浴血苦战了８个月之久，屡挫敌锋。

包括刘桂五骑兵第６师在内的东北挺进军不断发展壮

大，使日军惊恐异常。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５日，马占山率部迫近日军

巢穴张北，日军调集多支战斗力量迎击。双方激战５昼夜，马

部给敌人以重创，但自己亦弹粮将尽，遂由武川向西撤，以

待整军再战。 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１日夜，马部在今内蒙古包头市固

阳县红油杆子村宿营时，被日军包围。 刘桂五指挥警卫队

反复冲杀 ，直至次日早晨 ，终因寡不敌众 ，所部被敌人打

散。 刘桂五在战斗中被敌人的炮弹炸成重伤，但依然拿手

枪坚持作战，后因伤势过重，壮烈殉国。 ６月９日，国民政府

在西安革命公园为刘桂五举行追悼大会，八路军总司令朱

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及陕西各界代表都赠送挽联、发表讲

话，颂扬抗日英雄。

新华社记者

黄璐 王莹
（据新华社沈阳

１１月５日电）

民营企业成为全球城市经济活力重要体现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汤蕴懿———

近一个多月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

场合为民营经济发展把脉定向提振信心，

并作出重要部署。 全社会正凝聚起进一步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强大动能。日前，上海

发布 《关于全面提升民营经济活力大力促

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本报记

者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民营企业座谈

会重要讲话， 为上海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

展环境，采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

海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汤蕴懿。

文汇报： 在谈及不同性质企业对上海

经济的贡献度时 ， 人们常常首先想到国

企、 外企， 而相对忽略民企。 这是什么原

因造成的？

汤蕴懿：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和“误

读”。上海民营企业的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

内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上海民营企业有三

个数字非常重要，一是税收达到全市1/3以

上；二是从业人员占比超过60%；三是企业

数量达到90%。 而且这些数字还在不断增

长， 其中尤以上海民营企业的税收增速最

快， 近五年达到44.1%， 体现出民营企业

“量质齐升”的可喜发展。

尤其是今年以来，在国企、外资巨头众

多的上海， 民营企业发出越来越响亮的声

音。 比如，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相

继与上海市政府“牵手”，小米、商汤等创新

公司纷纷落“沪”，蔚来汽车、111集团等一

批上海企业成功赴美上市……民营企业成

为全球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体现。

文汇报：培育新动能，拥抱新经济是否

为创新型的民营经济提供了更多机遇？

汤蕴懿：的确。 经过前期的培育，民营

企业成为区域创新发展的动力来源。 目前

本市民营科技企业的数量占全部科技企业

的比重超过九成， 近半数的专利授权量由

民营企业获得。在本市高新技术企业中，七

成左右是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积极助力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探索

和实践着一条科技创新、转型升级之路。比

如， 上海赫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专做医药

中间体，凭借自主知识产权，市场占有率为全

球的1/3；上海瑞年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的热压

敏材料及中间体产品， 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

80%；奥盛集团已获得重大科技成果13项。

民营企业也是新经济领域的行业主角。

数字经济时代， 信息科技革命成为新经济的

核心元素，电子商务、金融科技、文化娱乐等

领域的市场商业模式创新成为中国发展新经

济的重要方向。 上海民营企业在一些新领域

优势明显。比如，浦东一地就集聚了将近70家

具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企业，包括8家上市或

挂牌企业，从智能制造、公共安全、医疗保健

到金融、教育，应用领域超过13大类。比如，携

程、大众点评、波奇网等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

优势明显。

文汇报：作为阶段性问题，上海民营经济

发展有哪些瓶颈？

汤蕴懿：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近完成了一

份对上海市工商联系统近800名执常委以上

企业家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涉及“制约上

海民营企业发展的因素”时，人才问题、成果

转化问题、 融资问题依然是困扰上海民营企

业的三大“痛点”。

比如， 上海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对科研人

员需求强烈， 特别缺乏技术骨干已经成为企

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短板， 调研企业中科研

人员占比在5%以下的高达45.8%， 而占比在

5%-30%的为44.5%，占比在30%以上的不足

10%， 绝大多数企业家表达了对科研人才的

渴望。 与教学机构联合培养人才成为企业的

集中诉求。

文汇报：从“大调研”收集民营企业的痛

点、“店小二”成为时尚、上海市决咨委首次聘

任民营企业家……这些都体现出上海对发展

民营经济的重视。 您认为本次《若干意见》有

何特点？

汤蕴懿：从降低“四项成本”，到打破“卷

帘门”“玻璃门”“旋转门”；从“五个支撑”为核

心竞争力提升创造条件，到“三个100亿”缓解

融资难融资贵；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到

加强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正当财富和合法财

产的保护……助推民营经济发展的 “二十七

条”措施实、力度大、创新点多。只要坚持不懈

推动国资、民资、外资合作共生，坚持不懈促

进国资、民资、外资平等对待、一视同仁，民营

经济定能迸发更大的创造活力， 成为上海改

革开放新高地、科技创新新先锋。

■嘉 宾： 汤蕴懿 （上海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 上海民营经济研究会副
会长）

釆访者： 本报记者 杨逸淇

■如何看经济形势

■上海民营企业有三个数字非常重要，一是税收达到全市1/3以上；

二是从业人员占比超过60%；三是企业数量达到90%?而且这些数字还在
不断增长，其中尤以上海民营企业的税收增速最快，近五年达到44.1%

■ 只要坚持不懈推动国资、 民资、 外资合作共生， 坚持不懈促进
国资、 民资、 外资平等对待、 一视同仁， 民营经济定能迸发更大的创
造活力， 成为上海改革开放新高地、 科技创新新先锋

张江国际创新港集聚了各类众创孵化器。 近年来， 一批具有高技术和高成长性的民营企业在这里孵化成

长。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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