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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鈞說保育鈞說，，要先修訂要先修訂《《電力法電力法》，》，
才能向民間資本放開配電市場才能向民間資本放開配電市場。。

■■雖然國策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建設雖然國策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建設
鐵路鐵路，，但具體參與條件未有公布但具體參與條件未有公布。。

■■中石化早前宣布中石化早前宣布，，引入民營資引入民營資
本參股旗下油品銷售業務本參股旗下油品銷售業務。。

對於鼓勵民間投資，政府從未吝嗇政
策許諾。從2005年《關於鼓勵支持和引
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
見》「老36條」，到2010年《關於鼓勵
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的
「新36條」，2012年各部門又頒布42個
落實文件，但保育鈞在接受本報訪問直
言，這些政策往往「口惠而實不至」，在
現實中，民間投資仍然遭遇大量體制性和

政策性障礙，「彈簧門」、「玻璃門」、「旋轉門」層出不
窮，政策淪為「空頭支票」，落實不了、執行不暢。
保育鈞說，落實「新36條」，各個部門出台的大部分都是意

見，而不是細則，最後成為意見的「意見」，就是文字遊戲，
重抄一遍國務院文件。而且「新36條」的不少內容與舊的部門
規章「打架」，令政策執行落實難。

鼓勵參與 卻隻字未提
以鐵路為例，2012年鐵道部《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投資
鐵路的實施意見》，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建設鐵路幹線、客運專
線項目，鼓勵民間資本投資參與鐵路客貨運輸服務業務，鼓勵
民間資本參與鐵路非運輸企業改制重組。
「通篇都是鼓勵，但是，誰來鼓勵，如何鼓勵，如何規
範？」保育鈞說，鐵道部出台的實施意見中都是一些原則承
諾，民間資本可以參與哪些鐵路項目，進入鐵路建設需要什麼
條件，鐵路運營價格如何定，能否獨立核算，具體怎麼做隻字
未提。

規章背馳 文件須修訂
保育鈞說，最為嚴重的是，國務院的意見和部門的行政規章

相衝突，「舊的部門規章沒動，文件與文件之間打架，最終誰
聽誰的，誰來落實，都不清楚」。
比如電力行業，保育鈞說，2012年國家能源局在《關於鼓勵
和引導民間資本進一步擴大能源領域投資的實施意見》中，鼓
勵民間資本參與電網建設。但《電力法》規定一個供電營業區
內只設立一個供電營業機構，向用戶收取電費。民間資本即使
參與電網建設也無法參與配售電。
「新老36條根本突破不了《電力法》對民資的限制」，保育

鈞認為，新老「36條」貫徹之難，正是因為有舊的法律框架作
支撐，導致政策執行力不強，因此應該全面清理和修訂現有法
律法規、部門規章中和「36條」及細則相牴觸的條文，盡早出
台《民間投資促進和保護法》。比如，要先修訂《電力法》，
向民間資本放開配電市場，允許民營企業參與終端配電網建設
和經營售電業務。

稍早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就今年《政府工作報
告》向黨外人士徵求意見時坦言，2010年出台

的促進民間投資「新36條」效果很有限，並當場請全
國工商聯主席王欽敏今年繼續對中央政策進行評估。

政企不分難尋新突破口
去年，國務院首次請全國工商聯對「新36條」及42

項配套實施細則落實情況進行第三方獨立評估，並專
門於9月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評估匯報。參與評
估的中華民營企業聯合會會長保育鈞向本報表示，全
國工商聯調研評估了交通運輸、石油天然氣、電力及
可再生能源、資源開發、市政公用事業、金融服務、
參與國際競爭、國防科技工業、文化產業以及商貿流
通十大領域後發現，中央部門很多政策停留於口頭承
諾，而無具體方案，問題根源在於壟斷領域政企不
分。
保育鈞說，目前，不僅行政審批繁瑣、融資渠道不
暢、稅費負擔過重等老問題仍是促進民間投資的障
礙，而且侵犯民間投資者權益的現象也日益突出起
來。「政府相關部門實際成為壟斷利益、既得利益的
代表，排斥民間資本。」
根據評估報告，全國工商聯今年兩會再次提交促進
非公經濟發展、打破壟斷等多近十個促進民間投資的
提案。全國工商聯副主席莊聰生坦言，這些提案年年
提，而體制問題不是一個提案就能解決的，要尋找新
的突破口。

推示範項目助國企改組
全國工商聯建議，推出一批有利於激發民間投資活

力的示範項目，明確時間表和路線圖，讓民營企業真
正進入一些符合產業導向、有投資預期、有利於轉型
升級的項目，形成示範帶動效應，在推進經濟結構戰
略性調整中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鼓勵民營資
本組建產業投資基金，參與國有資本投資項目或參與
國有企業改制改組。」
兩會前夕，中國最大的成品油供應商中石化宣布，
引入民營資本參股旗下油品銷售業務，試水混合所有
制；隨後，國家能源局表態，將油氣管網設施建設和
運營向民間資本開放，意味着油氣領域這塊壟斷堅冰
開始融化，也被視為新一輪開放民間投資改革的序
幕。不過各界對於這一集中於下游的改革力度並不滿
意。
全國工商連續第7年提案，建議廢止相關文件，逐
步放開原油、成品油進口等。九三學社中央提案則建
議向市場全面開放油氣探礦權、採礦權，直批壟斷企
業「圈而不探」，不利於新區、新領域油氣資源勘
探，及頁岩氣、油砂等非常規油氣產業發展，建議開
放上游勘探環節，鼓勵中小油公司發展。

破壟斷拓民企發展空間
全國人大代表、民營石化企業山東晨曦集團董事長
邵仲毅則指，石油是中國壟斷程度最高的行業之一。
從上游的勘探開採，到中游的汽柴油等成品油煉製，
到下游的批發零售，再到進出口貿易、產品定價，無
不在政府部門的牢牢管制之下。「一直以來石油壟斷
的堅冰難破，國企有責任，政府更有責任。政府打破
壟斷的『一手』軟，維護壟斷的『一手』硬，民企在
有形無形的壟斷之門面前無能為力、無可奈何。」
邵仲毅將提交《消除行業壟斷，給民企以自主發展

的空間》的議案建議。首先，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執
行中央政府有關打破行業壟斷政策，哪個部門貫徹不
利，要堅決追究責任；第二，要切實落實入世協議中
已經承諾的石油進口權；第三，放開一般民營石油企
業的石油進口權；第四，允許民營企業採取組建聯合
體的形式到國際市場採購原油和成品油；第五，建立
健全期貨市場，最終由市場來發現成品油的價格。

隨着全國兩會開鑼，民資「鬆綁」呼聲再起。全

面改革啟動後，放寬民資准入的第一槍，從壟斷最

堅實的油氣領域打響，令外界對今年打破壟斷、進

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充滿期待。不過，一些來自民企

的全國兩會代表和委員仍憂心忡忡，直言政府「手

太軟」，中央政策往往淪為「空頭支票」。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今年再請全國工商聯進行民間投資政策

評估，而盡快出台《民間投資促進和保護法》、對

打破壟斷不利的部門追責、鼓勵民企組建產業基金

參與國企改革等，則成為眾多兩會代表委員的呼

聲。 ■香港文匯報兩會報道組 海巖

落實民資破壟斷
還需政府出硬招

委員代表紛建言 莫讓政策變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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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所
說「國企不深化改革，民企難
言信心」，此間消息顯示，三
中全會提出的「積極發展混合
所有制經濟」，是下一步國資
改革的方向和重點，這一戰略
當在「兩會」獲得回聲，外界
預料兩會後國資改革很快會有
實質性動作。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莊聰生表示，「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
除了財務投資以外，一般要有一定的話語權。沒有話語權被動地參與，會讓
很多民營企業有後顧之憂。」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莊聰生稱，調研顯示，多數民企對入股國企的基本態
度是：投資國企至少要能派個董事，能「說了算數」。
在新的形勢下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莊聰生認為，必須是國企和民企兩

個方面都要兼顧，相互尊重、國民共進，才能真正讓民間資本有興趣、無
顧慮地參與進來。
「這些年來，政府出台政策一籮筐，但是企業的抱怨也是一籮筐，究其
原因是政策和體制機制上的障礙形成了各種『玻璃門』、『彈簧門』和
『旋轉門』，成為民間資本參與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邁不過去的坎」。莊
聰生指出，必須加快推動壟斷領域的改革，破除各種隱性障礙，明確民企
進入壟斷行業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制定進入的實施細則和辦法，讓民營企
業「看得見、進得去、有預期」。

拆分業務才能「門當戶對」
莊聰生指出，大型國企特別是央企母公司多數屬於國有獨資，資產規模
動輒上萬億，少說也有幾百億。而民營企業發展時間不長，多數規模小，
資產達到上百億上千億的企業只是少數。即便有能力投資幾百億，在一些
央企中佔股比重還是很小。因此，在大型國企母公司層面吸引民間資本，
並非是「敞開懷抱」就能做到，這好比「讓姚明和一個十多歲的小孩打籃
球，是無法玩起來的」。
莊聰生認為，大型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要通過拆分業務、分層次
和類型，通過子公司或是孫公司與民營企業合作，尋找結合點和切入點，
這樣才能「門當戶對」，實現真正的融合。

國企應退出競爭性領域
此外，對於國資改革，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
福林認為，部分國有資本應從競爭性領域退出，重點投向公益領域。國有
資本除了保證國家經濟安全外，要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做出更大貢獻。公
共產品短缺正成為全社會突出矛盾，如「三甲醫院一床難求」、「十面霾
伏」等現象都和公共產品配置與供給不到位有關。
遲福林認為，市場化改革在關鍵領域的突破決定着未來五到十年的增長

前景，要在2到3年內，爭取壟斷行業改革有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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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聰生 遲福林

2005年國務院發布的《關於鼓勵支持和引
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
見》，被稱為「老36條」，又稱「非公經濟

36條」，是1949年以來第一部以促進非公有制經
濟發展為主題的中央政府文件。與它一脈相承的
是「新36條」，2010年國務院再出台《關於鼓勵
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文件規
定的範圍由非公有制經濟，細化到了民間投資，
突出執行性和操作性，在投資方式上也有所不
同。2012年國務院各部門又頒布42個落實文件。
然而，在政策實施的過程中，兩個文件共同面臨
着「細則難出台，落實不到位」的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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