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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民企营商环境 要精准施策出实招
钟民

上海是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

目前无论是民营经济整体活力， 还是知

名民营企业数量，都有较大提升空间。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民营企业座谈会重

要讲话，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 对上海具有特别重要意

义，要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

———兼顾提升全球排名位次和提高

企业满意度，在一体推进上持续发力。从

理论上讲， 决定一国或一个地区营商环

境状况有多重因素， 除了政治稳定和社

会安全以外， 主要有四个方面： 产权保

护、生产和生活成本、市场空间、生产性

和生活性配套服务。世界银行 2019 年全

球营商环境报告中， 我国总体排名上升

32 位。 但是，世界银行的评估主要围绕

可量化和可测评项目， 不可能涵盖营商

环境建设全部内容；因为要普遍适用，所

以也不可能完全顾及我国实际情况。 因

此， 其评估结果与民营企业的实际感受

并不完全一致。 我们只有始终坚持以问

题和需求为导向， 既对标国际最高标准

和最好水平奋力追赶， 又着眼民营企业

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普遍问题不

断改进工作， 才能促进民营经济更快更

好发展。

———分析上海所长所短和不同企业

不同偏好，在相互契合上找准方向。一个

地区、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资源禀赋，

也有其长期形成的生产、 生活和自然生

态。 比如，从综合性商务成本看，上海既

有各类生产要素价格相对较高的一面，

又有生产性和生活性配套服务比较完善

的一面；从制度性交易成本看，上海有讲

规则、重契约的一面，又有欠灵活、少变

通的一面。同样是民营企业，环境偏好也

不尽一致。一般来说，大型企业比较看重

金融、法律、网络和进出口代理等配套服

务， 中小企业对生产要素价格变化更为

敏感。上海要扬长补短，努力营造既充满

活力、又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同时也要

以长取长，实行培育和引栽相结合，注重

发展平台型、科创型民营企业，注重引进

大型、优质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总部。

———协调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两者

关系，守住公平正义底线。产业政策在指

引发展方向、调整产业结构、熨平经济震

荡和帮扶企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但是，市场经济是以公平竞争

为基础的经济， 有形之手的过度干预会

遏制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 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民营企业因其

天然的生机和活力， 不一定要多吃 “偏

饭”，而更需要公平透明和可预期的市场

环境；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过

程， 正是其日益取得公平地位和平等待

遇的过程。 所以，帮扶民营企业发展，一

方面要推出更加精准的纾困措施， 另一

方面， 要进一步确立竞争政策在国家经

济政策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 切实推进

产业政策由差别化和选择性向普惠化和

功能性转变。

———深化对“两个毫不动摇”认识，

在相得益彰上做好文章。要更新观念：对

于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控制力和影响

力， 不应仅仅理解为是提高国有经济占比

或者增加国有企业数量， 而应从引导经济

发展态势和协调经济结构关系上去把握，

进而使公有制经济更多地向具有战略性、

安全性、 公共性和经济外部性的重要行业

和关键领域集中， 也为民营经济腾出更多

市场空间。要转变思路：上海国有经济占比

较大， 不应仅看到其客观上占据一定市场

空间， 也要看到其为民营经济参与国企改

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供了更多可能。

———联通局域和广域营商环境建设，

在统一开放上再下功夫。 加快构建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也是优化营

商环境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没有全国统

一大市场的形成， 便谈不上商品和生产

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 也会反过来

对局域营商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互

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也要求我们协同推

进局域和广域营商环境建设。当前，我们

要将营商环境建设与实施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战略结合起来， 推进三省一市规则

统一、改革协同、服务融通和市场开放。

只要我们保持定力，增强信心，优化

发展环境，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民营企业

一定会是 “上海未来发展更加倚重的重

要力量和支撑”。

（作者为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专
职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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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名人名言抒情言志，是人们表达自我

的一种方式。然而近期，这一方式屡遭质疑，

马思纯、靳东、井柏然等明星相继成为“假语

录”的代言人，引发网友热议。

被篡改、杜撰的名人名言在互联网的推

波助澜下，已然形成“假语录满天飞”之势。

大众频频让名人代言的心态值得深味。 更

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假语录” 备受追捧与

“真名言”遭遇冷落这两种现象之间形成的

反差。

活跃在朋友圈的名人“漂亮
话”，张冠李戴不在少数

日前， 演员马思纯因晒出对于张爱玲

《第一炉香》一知半解式的离题读后感，而被

网友发现其几次三番错用张爱玲语录。 一

时间，网络上掀起一股名人语录打假风。 诸

如“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人生太长，我们

怕寂寞，人生太短，我们怕来不及”“海上月

是天上月，眼前人是心上人。 向来心是看客

心，奈何人是剧中人”等深情款款又措辞精

致的短句， 都是网友们纠出的张爱玲高频

“假语录”。 这些年，何止张爱玲“躺枪”，鲁

迅、杨绛、林徽因、莫言、麦家等现当代文学

史上的不少名家都“难逃此劫”———活跃在

朋友圈打着他们名号的“漂亮话”，真有很多

张冠李戴。

2016 年杨绛辞世后， 人们在朋友圈争

相转发“杨绛语录”以表缅怀之情。 其中，很

多人转发的都是这样一句：“我们曾如此渴

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美妙

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我们曾如

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

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后经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面辟谣，人们才知道，所谓“杨绛语

录”，出自一篇手写体的《百岁感言》，其文句

多半是由网友仿造而成。 2017 年，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莫言也曾因“山寨鸡汤”上热搜———

一句“我敬佩两种人：年轻时，陪男人过苦日

子的女人；富裕时，陪女人过好日子的男人”

傍上了他。这引得莫言本人哭笑不得地感慨，

此话“理不糙，可我也想知道这是谁写的”。

假借名人之口熬制的鸡汤，

实则一剂“精神鸦片”

若将“假语录”与“真名言”相比，不难发

现 ，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 ，进行了 “保留文

体、注入鸡汤、仿写加工、假借名人”等数道

工序的改造。 在语词的包装下，“假语录”仿

佛优雅了许多，实质上却是鸡汤附体，不过

一剂“精神鸦片”。

有人指出，傍名人的假语录之所以深入

人心，很大程度上正得益于心灵鸡汤内核的

迷惑性。 对于这种迷惑性，英国临床心理学

家史蒂芬·布莱尔思曾在《不靠谱的伪心理

学：破解心理呓语的迷思》一书中指出。 他

认为，心灵鸡汤这样的励志心理学，不过是

人们面对复杂现代社会所找到的一种删繁

就简的方法，它轻描淡写地把意见、意识和可靠的事实之间

的界限变得模糊，给读者一种强大的自我安慰。

而假借名人之口熬制的鸡汤， 更令其得以实现广泛传

播。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魏泉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研

究包括“假语录”在内的“谣言体”。 她说，在很多人眼中，名

人的言语具有不可辩驳的引导力量。 惰性而不严谨的思维

使得他们不愿耗时耗力辨别言论本身的真假， 甘愿让自己

的头脑成为他人思想的跑马场， 转发引用只为抒发一时之

情感。 西班牙作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曾笑言：“有时候想

出一句妙句，但是从我嘴里说出没有分量，就假装这是莎士

比亚说的，大家都觉得这果然是一句妙句然后广为传播。 ”

转发语录不如经由阅读养成内心的“雅”

为什么鸡汤附体、名人加持的“假语录”夺得了大众的

心，断章取义、经多次加工的“新文艺腔”颇为流行，而很多

“真名言”以及文学经典备受冷落？在魏泉看来，“假语录”与

“真名言”之间形成的这种反差尤其值得人们深思。

有人指出，真正的名人名言或许平正朴实，甚至看似其

貌不扬，却会带来一种思维的乐趣。比如，杨绛行文质朴，带

有理性的智慧，不像鸡汤文那样不着边际；张爱玲则最擅长

将虱子从华美的袍子里翻出来，其文学、人生态度简直与心

灵鸡汤背道而驰。

在大众有些尴尬的阅读趣味背后， 掩藏着文学日渐边

缘化的趋势。文学的边缘化与网络时代的到来不无关联，但

大众趣味的提升则可以通过回归经典原著来实现。 在复旦

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教授看来， 阅读文学经典对读者而

言，是一种训练。这种训练有助于提高读者对文学语言和文

学美感的感受能力与把握能力， 进而发现和洞见人性的丰

富性，使自己的内心世界丰富起来，滋润起来。经由阅读、思

考积淀而来的“雅”，是盲目转发所谓名人语录难以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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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谈《山本》
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原定名就是《秦

岭 》，后因嫌与曾经的 《秦腔 》混淆 ，变成
《秦岭志》，再后来又改了，一是觉得还是
两个字的名字适合于我，二是起名以张口
音最好 ，而 “志 ”字一念出来牙齿就咬紧
了，于是就有了《山本》。 山本，山的本来，

写山的一本书，哈，“本”字出口，上下嘴唇
一碰就打开了，如同婴儿才会说话就叫爸
爸妈妈一样，这是生命的初声啊。

关于秦岭，我写过，一道龙脉，横亘在
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

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
中国的一座山。

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
那里， 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 40

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话说：生在
哪儿，就决定了你。 所以，我的模样便这
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
本》这样的书了。

……

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
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这如同
我的孩子的毛病都是我做父亲的毛病，我
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
己的认可和失望。 《山本》里没有包装，也
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

些转动的齿轮， 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只
是我知道，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

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那个铜
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
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

未能一日寡过， 恨不十年读书 ， 越
是不敢懈怠， 越是觉得力不从心。 写作
的日子里为了让自己耐烦， 总是要写些
条幅挂在室中， 《山本》 时左边挂的是
“现代性， 传统性， 民间性”， 右边挂的
是 “襟怀鄙陋， 境界逼仄”。 我觉得我在
进文门， 门上贴着两个门神， 一个是红
脸， 一个是黑脸。

终于改写完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
岭，去时经过一个峪口前的梁上，那里有
一个小庙，门外蹲着一些石狮，全是砂岩
质的，风化严重，有的已成碎石残沙，而还
有的，眉目差不多难分，但仍是石狮。

（原载于 2018 年 2 月 2 日《文汇报》）

相关链接

在学者们看来， 交口称赞不该是文学评论的常
态。做文学批评要认真，甚至要较真。所谓较真，就是
实事求是，给作家作品以客观而真实的评价，真正承
担起“批评”应有的功能。 只有这样，文学评论才能找
回应有的尊严，文学创作也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山本》手迹。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制图：冯晓瑜

巍巍秦岭 ，层峦叠嶂，白云 、雪山
交织成一幅冬日里的山川秀美图

“交口称赞”不该是文学评论的常态
因为一篇评论文章，出版近一年的贾平凹作品《山本》再度引发评论界高度关注

在出版近一年后， 因为一篇评论文章，

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这两天重新

刷了一波屏，引发关注和热议。

在这篇刊发于 2018 年最后一期 《文艺

研究》杂志的文章中，作者鲁太光以“价值观

的虚无与形式的缺憾”对《山本》提出批评，

认为其没有能给人以正面价值和情感出路，

背离了创作者宏大的创作意图，同时多处出

现了《浮躁》《秦腔》《废都》等前作的影子，是

一种自我重复。

这篇评论之所以引发关注，有一个很重

要的背景：在此之前，《山本》几乎收获了评

论界的一致好评。不过，此次再度刷屏，大家

的关注点并没有过多地停留在对 《山本》本

身的优劣判断上，而是聚焦于这篇评论背后

的话题：对于文学创作，尤其是对于已经成

为名家的文学创作，我们到底应该持什么样

的批评态度？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关系到“批

评究竟何为”的大问题。

名家作品收获一片叫
好，不是正常的评论生态

记者了解到， 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文

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鲁太光曾经

召集过一次关于《山本》的内部研讨会。他当

时在开场白中这样表示：贾平凹是新时期以

来的重要作家，对他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认

识与把握。昨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强

调了这一态度。

而这也是此篇评论引发关注的一个重

要原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告诉

记者，在国际书评界，通行的规则就是越是

大牌作家，越容易得到专业严苛的评价。 批

评家詹姆斯·伍德对于保罗·奥斯特、 埃德

蒙·威尔逊等名家从未笔下留情， 充分了解

他们的缺陷，永远在他们的七寸处下手。 尤

其是大牌们的新作，比如伊万·麦克尤恩，他

的很多作品在初问世时评价并不高。

相比之下， 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

我们的评论界对于大牌往往过于温和， 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评论家的话来说 ：

“每一次都声势浩大， 每一部作品都被抬上

一座新的高峰。 为什么不能对这样的写作

做更加专业严苛的批评和讨论呢？” 在罗岗

看来， 对于那些在文学史上已经有了一定

地位的作家， 应该以他们曾经达到过的最

高水平来要求， 至少不能低于自己曾经的

水准。 鲁太光则表示， 创作是很难的， 我

们不能要求作家的每部作品都是好作品 ；

但这并不是说对每一部作品都要点赞。 我

们要尊重作家的劳动， 但更要尊重文学标

准 ， 特别是对于那些被视为标杆的名家 ，

有时候真诚的批评甚至沉默， 可能都比泛

泛而谈的 “表扬” 更有价值。

“批评”应该给作家作品
以客观而真实的评价

在一个健康的评论生态里，名家没有免

于批评的特权。也只有在一个健康的评论生

态里，评论才能真正发挥功能。 由此引发出

的另一个话题就是：文学评论的功能究竟是

什么？

鲁太光把文学评论的功能分为两层：从

初级层次来说， 就是文学生态的保护者，要

尽量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甚至保持沉默。从

较高层次来说，文学批评担负着发现、清除

落后的文学生产力、生产关系，召唤先进的

文学生产力、生产关系，即催生文学未来的

责任。

罗岗同样以 “面向当下”“面向未来”的

两重维度来审视文学评论的功能。 在他看

来，文学评论一方面承担了塑造当下时代阅

读生态的功能，具体而言，就是引导读者对

自己所要阅读的作品作出参考性判断。在文

学批评的历史上，有不少对读者产生过重大

影响的批评家。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文学

评论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 决定了哪些作

品可以进入文学史， 从而为后人展现一个

时代的文学风貌。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上世

纪九十年代的文学是面貌模糊的？ 就和当

时批评力量弱化有关。 而上世纪八十年代，

文学批评一派蓬勃强劲， 很多作品正是在

那样的环境下被经典化了。 ”

正是因为如此，在学者们看来，交口称

赞不该是文学评论的常态。做文学批评要认

真，甚至要较真。 所谓较真，就是实事求是，

给作家作品以客观而真实的评价，真正承担

起“批评”应有的功能。 只有这样，文学评论

才能找回应有的尊严，文学创作也才能获得

应有的尊重。

（上接第一版）

不管是人文社科类 、 经济管理类 ，

还是其他学科 ， 我们很多课程的阅读要

求不亚于国外大学 ， 专业研究类课程有

时会有更高的阅读要求 。 过去我们上原

著选读或精读课 ， 经常只是抽取书中一

些经典段落来讲解和分析 ， 但现在我们

的学生多半会完整地阅读 《理想国 》 或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 以求对一

本书 、 一个人物的思想有更深入的理解

和把握 。

北大学生的阅读状况虽不见得有很强

的代表性 ， 但其中折射出的一些变化则颇

值得玩味： 今天的阅读， 更深入而系统了，

更多地和每个人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工作高

度相关 。 也就是说 ， 人们阅读的目的性更

强了 。 相比之下 ， 闲暇心境下 、 基于个人

兴趣的阅读显得少了 ， 从阅读中获得的乐

趣也许不如从前那么高了。

文汇报 ： 很多人认为 ， 读书就是要学

以致用 。 为什么您认为读一些和专业不直

接相关的书更加重要？

李猛 ： 一名哲学系教授阅读一本新出

的哲学书 ， 有时和他为了做菜而找一本菜

谱 ， 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 。 这些阅读具有

强烈的目的性 ， 出于工作需要 ， 为了具体

的生产活动 。 如今 ， 大家普遍很忙 ， 有多

少人还能在业余时间抽空看看小说 、 读读

诗歌 、 翻翻厚重的历史作品 ， 并从阅读中

加深对人性、 对世界整体性的了解和把握？

这可能才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汝果欲学诗， 功夫在诗外。” 阅读的

重要性就在这里 。 很多科学家都有类似的

体验 ： 在他们从事研究的过程中 ， 除了专

业领域的论文和书籍 ， 艺术时而会带给他

们以灵感 。 普通人也是一样 ， 不管你有多

聪明 ， 你对世界的看法会受到你所在空间

的局限 ， 可能有一些对人生真正重要的问

题 ， 你从来没有思考过 。 这些问题 ， 靠看

一本如何理财或如何使用计算机软件之类

的实用书籍是永远得不到答案的 。 但是 ，

一些文学 、 历史或哲学著作会启发你 ， 迫

使你去思考这些问题。

为什么同样读一本书 ， 不同人的感

受不同 ？ 这跟一个人的阅读能力有关 。

有些人的阅读永远在一个层次上徘徊不

前 ， 而有的人则能借助有效的训练 ， 提

升阅读能力与水平 。 这就好比吃饭 ， 有

的人知识消化能力很强 ， 可以从阅读中

悟得更多思想 。

所以 ， 请尽可能在年轻时尝试阅读一

些难啃的经典书籍 ， 挑战自己的理解能

力 ， 丰富自己的感受力 。 有些书 ， 若大学

期间没看 ， 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看了 。 阅读

本来就是一件很个体化的事情 ， 一本好书

会开启一个人对世界和人生的全新理解 ，

而好书时常伴有一定的阅读门槛 。 尤其是

一些经典作品 ， 作者在写作构架上呈现出

的思维整体性与复杂性 ， 对读者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 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理解

力 、 想象力和整体把握力 。 大学应该提供

必要的学术训练 ， 帮助年轻一代提升阅读

“消化能力 ”， 从而引导他们通向更广阔的

世界 。

提升年轻一代阅读“消化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