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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鬆綁激活力企業鬆綁激活力積極財政助保七積極財政助保七
應對經濟下行壓力 代表委員支招新常態

擁擁抱抱「「互聯網互聯網++」」多方獲益多方獲益

品牌打到國外 顧客留在國內

2014年中國經濟開始步入新常態，增速換擋，GDP同步增長7.4%，為24年來的新低。2015年GDP增速目
標下調至7%左右。《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成員、國務
院研究室綜合二司司長向東表示，7%左右，可以左也可
以右，如果形勢很不好，可能就在7%以下。但絕對不允
許滑出合理區間，傾向於保住7%。由此，如外界所預
期，今年中國經濟將打響頂住下行壓力的「保七之
戰」。

面臨困難加大 做好過冬準備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認
為，今年和明年還是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
探底的時期，可能有過快下滑的危險。所以這兩年，中
國經濟面臨的困難和風險都會比以往大，要做好過冬準
備。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電網董事長劉振亞則用「李克強
指數」的指標之一用電量，來說明目前經濟下行壓力巨
大。今年前兩個月，用電量增速繼續下滑，累計增長不
足2%，而前幾年這一數據還經常保持兩位數增長。
全國政協委員、原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則指，波羅的海
乾散貨指數非常低，說明中國進出口急速萎縮，國際市
場對中國商品貨物需求在下降，今年出口增長6%的目標
「定高了」。
從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分析，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
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認為，雖然擴張性措施短期能推高
經濟增速，從長期看，經濟增速應是勞動生產率增速與
勞動力供給增速之和。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勞動生產率
逐年下降，目前僅為7%左右，人口結構變化使得勞動力
供給幾無增長，經濟增速的提高需要通過創新提高勞動
生產率。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則指出，
只要中國保住7%的GDP增長率，推進有利於創業的
政策，並營造創新和創業的環境，便能解決經濟增速
放緩所帶來的就業壓力。

推動基建投資 擴大終端需求
要頂住經濟下行壓力，劉世錦認為，從短期來看，應

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擴大終端
需求。除了降息、降準這樣的寬鬆貨幣政策之外，更加
有效的調控還是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並適當加大力
度。「通過增加政府投資，擴大終端需求，主要還是加
大基礎設施投資，加大力度後可以啟動一些項目。」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則
提出應對經濟下行的三個「錦囊」，而以一句話概括就
是要為企業和個人鬆綁。首先，留給市場和企業內生調
整和發展的空間。第二，改變政府支持企業的方式，減
少行政審批、加快財稅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為民營企
業鬆綁、促進金融創新、鼓勵創業等；第三，在法治框
架下重新定義政府激勵機制，建立新型政商關係，把政
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從「參與型」轉到「服務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兩會報道）

「今年面臨的困難可能比去年還要大」，正

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所

言，開年頭兩月，物價、投資、工業產業等

主要經濟指標連創新低，預示着中國經濟今

年的「保七」之路不會平坦。如何頂住經濟

下行壓力？如何培育可持續增長的新引擎？

全國兩會上，來自官、學、商各界的代表委

員紛紛支招，積極財政政策發力、擴大有效

投資仍是今年「保七」主力，政府改革為企

業鬆綁是激發未來經濟活力的關鍵，「互聯

網+」、「製造2025」、萬眾創新等新經濟

戰略有待推進，從而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

積蓄動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兩會報道）製造業轉型升級是中國
經濟培育新引擎的題中之義。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實施
「中國製造2025」。工信部部長苗圩表示，中國從製造大國轉向
製造強國大致需要三十年，分三步走，「中國製造2025」就是
「三步走」第一個十年行動綱領。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

談及製造業轉型總是從「馬桶蓋」說起。

升級換代 打造知名品牌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銀監會原主席劉明康直言，在國內買的雖屬外

國品牌卻在中國生產的馬桶蓋，用不了幾次就壞了，價格兩三千塊錢
不比國外便宜，「既然你粗製濫造慣了，那對不起，我就去（日本）
買馬桶蓋」。
在全國政協委員、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看來，民眾出國
買馬桶蓋現象的背後說明，中國經濟、產品需要升級換代。「馬桶蓋
應該刺激我們建立品牌意識，要打出中國知名的品牌來，不僅在中國
能夠打響，而且在世界也能夠叫響。」
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學家厲以寧提出，在經濟新常態發展中，中國

企業應讓產品更個性化，讓服務更人性化，把品牌打到國外去，把顧
客留到國內。
曾經行遍全球的「中國製造」面臨怎樣的挑戰？全國人大代表、海

信集團董事長周厚健指出，中國200多種工業產品的產量和出口量位
居世界第一，幾十種產品的出口佔到全球的70%以上，但產能過剩、
利潤率低、發展粗放等正嚴重困擾製造業發展。
「現代化製造業早已今非昔比。蘋果公司擁有一批令製造企業震驚

的材料、工藝、模具、製造裝備、儀器儀表、信息化等大師級專家和
技術。所謂生產製造企業，只是按照蘋果的設計規劃，進行固定資產
投資和組織生產」。周厚健認為，中國製造應向蘋果學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 兩
會 報道）全國人大代表、北京
大學教授林毅夫認為，經濟下行
時需要政府增加投資。從今年政
府工作報告亦發現，短期穩定經
濟的關鍵仍為投資，今年投資的
重點是，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
公共產品投資。
「不能因為過去投資比較多，
就說必須改變過去這種投資拉動
的經濟增長方式變成消費拉動的
經濟增長方式。」林毅夫認為，
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技術創新跟
產業升級都需要政府投資。目前
三類投資不可少，一是產業升級
的投資，二是基礎設施完善的投
資，三是環境改善的投資。他認
為，經濟下行時期，企業的投資
積極性很低，這時是政府進行基
礎設施投資和環境改善投資的最
好時機。
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也指

出，現在的投資已不完全是傳統
意義上的「鐵公機」，根據經濟
社會發展的需要，現在的投資主

要用於補短板、調結構、增加公
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

力推PPP須立法先行
今年中央預算內投資達到

4,776億元，隨着財政收支壓力
日增，政府開始不唱「獨角
戲」，而是寄望激發民間投資活
力，引導社會資本投向更多領
域，但試圖通過政府和社會資本
合作（PPP）模式撬動社會和民
間投資也困難不小。
雖然中央和地方都在力推PPP

項目，但效果並不理想。去年5
月底，發改委推出了80個示範
項目，只有49個有民間投資參
與，地方政府推出的項目中，這
一比例更低。
有委員提出，PPP必須立法先

行，沒有法律保障，社會資本的
權益得不到維護，要他們進來參
與這些周期長達二三十年的項
目，是非常困難的，必須加快相
關法律法規制定才能真正吸引社
會資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兩會報道）今年政
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互聯網+」行動計劃，全
國人大代表、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馬化騰認為，互聯網為經濟轉型升級提供了重要
機遇，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將在全面擁抱
「互聯網+」戰略中獲益。
何為「互聯網＋」？馬化騰認為，就是以互聯

網平台為基礎，利用信息通信技術與各行業進行
跨界融合。
要推動「互聯網＋」計劃，馬化騰認為，應當
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強化部門間協同監管，實
現快速響應、聯動處置，形成融合市場的監管合
力，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政府應在鼓勵創新的
原則下逐步完善和規範新的生產服務方式，在保
證安全的情況下給予新事物發展機會和空間。他
特別指出，移動互聯網將「人」與「公共服務」
通過數字化的方式全面連接，將大幅提升社會整
體服務效率和水平，實現智慧民生。
儘管很多民生服務都逐漸可以在手機上實

現，但馬化騰認為，離智慧民生、信息惠民的
最終目標，還存在較大差距，仍有一些問題亟
待突破和解決，如在技術和業務標準、信息資
源共享以及法律法規等方面缺乏統籌，在一定
程度上影響到移動互聯網應用的普及，是未來
進一步擴展的空間。

跨界融合 借「互聯網+」創新
越來越多行業希望加入「互聯網+」行動計
劃。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證監會創新部巡視員歐
陽昌瓊提出證券業「互聯網+」行動計劃的「兩
步走」：首先，通過互聯網+經紀業務+投行業
務+資管業務等，以互聯網為基礎，運用大數
據、雲計算等技術改造傳統證券業務；第二步，
在互聯網與證券業的融合中創造出超越傳統業
務、產品、服務和模式的新東西。
全國人大代表、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也

在考慮，如何用互聯網思維創新、發展農業，
基於互聯網思維的平台，從生產商向服務商轉
型，跟農民、消費者和市場黏在一起；利用互
聯網思維和技術，將中產階級新知農民也吸納
成為中堅力量；利用互聯網技術，來提供互聯
網農村金融、互聯網農村科技支持、互聯網農
村市場營銷。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移動浙江公司總經理鄭傑

則認為，「互聯網+」是變革傳統製造業的重要
力量，目前內地部分工業生產設備已與互聯網聯
通，借助強大的數據網絡，大型機械能夠進行更
為複雜和精密的生產，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和
水平，未來以互聯網為突破口，將「中國製造」
升級為「中國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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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面臨下行壓力面臨下行壓力。。圖為福建寧德工人在生產車間作業圖為福建寧德工人在生產車間作業。。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民眾出國買馬桶蓋現象說明民眾出國買馬桶蓋現象說明，，中國經濟中國經濟、、產品需要升級換代產品需要升級換代。。圖圖
為國人瘋搶的為國人瘋搶的「「日本馬桶蓋日本馬桶蓋」」產地為杭州產地為杭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馬化騰馬化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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