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孟復指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最大的變
化就是民營經濟異軍突起。根據全國工商聯的測

算，中國民營經濟在GDP中的佔比已超過55%，成為推
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主要的力量之一。實踐證明，
民營經濟具有強大的內生增長動力，因此無論是在普通
時期，還是在金融危機的困難時期，其發展速度都快於
其他所有制形式經濟。

中央寄厚望 首務加快轉型
中央高層始終對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寄予厚望，黃孟

復說，2010年「兩會」期間，胡錦濤總書記專門看望民
建、工商聯界別的政協委員，並作出重要講話，提出中
國民營經濟發展已站在新起點上，希望民營企業要在加
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障改善民生和提高自身素質三
個方面有更大作為。
針對當前中國民營經濟發展面臨「玻璃門」、「彈簧門」

等現象，黃孟復認為這都是發展中的問題。他說：「雖
然還有體制上的障礙，雖然一些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還遇
到這樣那樣的困難，但我們要看到民營經濟快速發展的
基本面，隨 制度性障礙和壟斷的逐步破除，民營經濟
將面臨更大的發展空間，大家要有信心。」

政府新36條 鼓勵民間投資
他強調，國家為抵禦金融危機投資了4萬億，地方政

府投資配套了7萬億。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在應
對金融危機中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但長期
而言是不可持續的，應該積極、有效地引導
民間投資跟上來，為此政府出台鼓勵民間
投資36條。36條的出台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義，但現在的情況是，紅燈滅了，
綠燈亮了，允許大家過馬路了，但政
府部門還沒有畫好「斑馬線」引導
民間資本進入壟斷行業。因此，民
間投資能否接力「4萬億投資」，還
要看政府有關部門和各地能否盡
快出台「新36條」的配套政策措
施。只講道理是沒有用的，要真
正的落實才能解決問題。

衝擊舊體制 強化市場力量
黃孟復表示，「十二五」期間，民營經濟將在促進中

國體制改變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中國以前的改革
開放主要源於外部衝擊，現在民營經濟已佔半壁江山，
發展勢頭迅猛，必然會衝擊舊有的體制。這種改革對有
一部分人而言可能是痛苦的，但對國家的穩定發展而言
卻是必須的。「十二五」期間我們一方面希望進一步轉
變政府的職能，強化和規範市場的力量，另一方面，我
們希望通過民營經濟的繼續發展和壯大，進一步推動體
制、機制束縛的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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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您如何評價「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發展所取

得成績？民營經濟在「十一五」經濟發展中發揮了怎樣

的作用？

黃孟復：「十一五」期間國家在經濟、社會事業等發
展方面取得很大成績。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社會問
題得到部分解決，對一些重點、難點社會問題的共識也
初步形成，同時加強了衛生醫療的建設、對困難群體的
幫助、低保戶的覆蓋力度，雖然標準還很低，但已經起
步。
客觀來講，對於中國這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多民族國

家，在各地自然環境和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的情況
下，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很不容易。「十一五」期間中國
的發展不僅對世界經濟的穩定和發展作出積極貢獻，也
為中國老百姓打下福利基礎。
民營經濟在「十一五」期間繼續保持高於其他所有制

形式經濟的增長速度，目前民營經濟的比重已達55%，
不僅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就業的主要渠道和富
民的主要途徑。現在城鎮新增就業的90%以上都是靠民
營經濟，在幫助老百姓走向富裕方面，民營經濟也做出
重要貢獻。從各地的情況來看，那個地區的民營經濟比
較發達，那個地區的老百姓生活水平就比較高。因此，
老百姓想富裕起來，就必須大力發展民營經濟。

轉變發展模式 縮減貧富差距
記者：您認為在「十一五」發展期間中國經濟還存在

哪些問題和不足？在「十二五」期間我們如何解決這些

問題？

黃孟復：不論是大陸、香港還是國外，大家都能看清
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那就是依靠廉價勞動
力、廉價土地和較低環境代價取得產品數量上的優勢是
不可持續的，因此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必須進行積極的
轉變。中國每年出口額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長，投資規
模每年以20%至30%的速度增長，可是消費的比重卻很
低。出口和投資的高速增長，掩蓋了長期不能依靠內生

動力促進經濟發展的問題。現有的這種模式在中國經濟
發展初期是不得不走的道路，但現在絕對不能再走下
去。
不僅如此，大量投資可能造成今後的浪費。目前全社

會投資總額中大概40%左右來自國家直接投入和國有企
業投資。國有企業是「跳槽機制」，由於領導的決策權
力與其所承擔的責任不對等，存在責權不明晰等制度缺
陷，導致一些投資可能存有較大隱憂。而民企則是「跳
樓機制」，是背水一戰，所以它的投資最有效率、最有
效果。

此外「十一五」期間，在國家、企業和個人的初次分
配政策調整上也尚顯不足。數據顯示，在過去的若干年
中，國家財政收入平均每年增加20%至30%，企業利潤
平均每年增加30%左右，而勞動者工資年增長率平均不
到10%，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的收入增長水平可能徘徊
在5%左右，相對收入水平下降，造成大批中低收入者
沒有充分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社會貧富差距擴大。
因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十七屆五中全會都提出，要增
加勞動在生產要素中的分配比例，提高勞動者收入。
同時，環境資源要素價格還沒有提高到合理水平。現

在能源價格應漲但沒漲，雖能緩和一些矛盾，卻制約了

能源資源價格在經濟發展中指引作用的發揮。「十一五」
前期出現高增長、低通脹的經濟發展態勢，當時是進行
價格改革的有利時機，現在經濟已進入中高通脹期，加
大了能源資源價格改革的難度。
「十二五」是調整結構的攻堅階段，存留下來的問題

會顯得更尖銳。現在的挑戰是如何制定一系列可操作性
的政策來切實解決問題。很多問題在制定「十一五」規
劃時已提出，為什麼解決不了？可能是當時條件不成
熟，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在具體政策制定上、在體制上
存有障礙。可以形容為「醒得早，起得遲」，不起床是
因為被繩索綁住了，是因為有機制和體制的束縛。因
此，「十二五」期間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把束縛拿
掉，必須在體制機制上加以創新。

創新機制體制 體現市場價值
記者：您認為「十二五」期間我們怎樣做才能實現

「醒得早，起得來」，如何在機制和體制上有所創新？

黃孟復：當前，在體制和機制上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
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十二五」期
間，應該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例如目前很多國有企業仍然佔有大量生產要素和資源，
而且只需交很少的資源稅。這樣的一種資源配置，無法
體現市場價值，生產要素價格被扭曲了。市場經濟實際
上是逐利經濟，在追逐利潤的過程中促進生產發展，如
果只要擁有資源就可以獲得長久利潤和超額利潤的話，
市場秩序就會紊亂，所以「十二五」期間應該在價格改
革方面有新的辦法。

打破資源壟斷 重塑國企定位
記者：您提到很多資源都掌握在國企手中，那麼您認

為下一步國企改革的方向應該是怎樣的？如何打破壟

斷？

黃孟復：目前央企一年的利潤有近1萬億元，擁有21
萬億的資產總額。從資產利潤率等財務指標來看，中國

民營企業500家要高於很多國有企業。事實上，我認為
國企首要目標不是賺錢，而是辦市場不能辦、辦不好但
又必須要辦的事情。但現在在房地產、服務業等一些具
充分競爭性特徵的領域都能看到國企身影，因此有必要
對國企定位和邊界進行深入的思考，什麼是國企該做和
不適合做的，要有統一的認識。
國企中有一批水平非常高的經營者、管理者。但由於

體制機制上的制約，國企不易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對
優秀員工難以及時激勵，對表現不好的員工，也難以進
行懲戒。這樣的機制拿到市場上是沒有競爭能力的，只
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政策和資源的保護。因此，國有企
業改革是必然的，應該在盤點所有國有企業後進行深入
分析和合理收縮。關係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和重要行業
內的國企要重點保留，競爭性行業內的國企要有序退
出。我認為將來在國企繼續集中到一些關鍵領域後，佔
經濟總量的10%應是一個合理的水平。
「十二五」期間希望能夠進行有效的體制改革，破除

壟斷。比如石油行業並不是要求全部放開，中石油、中
石化還可壟斷，只是要允許幾家民營企業有條件的進
入，給羊群裡放兩隻狼，發揮民營企業的「鯰魚效
應」，讓羊群充滿憂患意識，充滿活力，不然會變成
「懶羊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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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孟復是在全國工商聯的辦公室裡，接受香港文匯
報的專訪。這位中國民企領袖對「十一五」期間中國
經濟存在的諸多問題如國企改革、打破壟斷、鼓勵民
營經濟發展等直率建言。當我們還在擔憂民企的呼聲
能否直抵中央時，他快人快語地說：「我今天對你們
說的，我和總書記、總理也是這樣講。」

名門之後 體恤民情
身為著名民主人士、開國副總理黃炎培之孫，黃孟

復並未被祖父的光環所照耀，做過爐前工、技術員，
長達24年鋼鐵生產一線的工作經歷，令黃孟復更了解
民情社意。同時，長期在國企工作、作為主管工業副
市長的經歷，令他有更廣闊的視野來審視國企的弊端
與民企的機遇，黃孟復形象地用「起不了床」、「亮紅
燈」等比喻，點出對民企而言，改革不再是認識問
題，而是要行動起來，政府要下大決心去除束縛、打

破壟斷，進行體制改革，推動民企新發展。

繼承祖訓 愛國求真
談及祖父的影響，黃孟復說，一是愛國，二是追求

真理。現在中國就要提倡講真話，講實話，少講客套
話，不講假話。身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
席，黃孟復說，在政協這平台上，中央領導人與各民
主黨派、工商聯負責人平等協商、共議國事，事涉民
營經濟發展大計的建言獻策在國家「十二五」規劃中
獲充分吸納與體現。最近為海內外矚目的「十二五」
期間最低收入倍增計劃，正是吸納了工商聯等部門的
建議。
正因敢言，黃孟復獲廣大民營企業家敬重，也因坦

誠相待的處事風格，當他於2008年以中國人權發展基
金會理事長身份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暢談中國人
權、民主等敏感問題時，贏得國際社會讚譽。

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向香港文匯報指出，「十二五」期間民營經濟將進

一步成為推進中國改革的原動力，伴隨 機制、體制的改革和壟斷的破除，到「十二五」末，

民營經濟GDP佔比將從目前的55%達到60%以上，屆時，民營經濟不僅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引擎

和解決就業的主要渠道，更是富民的主要途徑。他強調：「『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將

會更加毫不動搖地發展民營經濟。」 ■香港文匯報記者秦占國、彭凱雷、羅洪嘯、王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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