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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某些地方的所謂改革策略，朱文臣為中
小企業發聲道，「長期以來，企業選擇到某地
發展的原因不外乎是當地有豐富廉價的勞動力
或較為優惠的土地、稅收等政策，有些方面的
確需要規範，但在經濟下行時同時收緊財稅、
貸款等政策，企業將被迫承受枷鎖重重勒緊的
窒息感，『下猛藥』並不能代表改革進行中，
也治不了經濟下行的『病』」。
他續指，近期得到大力提倡的「大眾創

業、萬眾創新」及「互聯網+」等新興經濟
發展模式，至少需要三到五年才能顯現成
效，但目前面臨的問題是，部分中小企業已

經深陷困境難以自拔，恐怕等不及分享新模
式帶來的利益增長點就關門倒閉了，正所謂
「遠水解不了近渴」。因此，他建議，改革
也應有節奏地循序漸進，規範需錯開時間進
行，首要的還是需採取措施，遏制經濟下滑
的趨勢，或可採取政府撥款購買服務的方式
增加市場活力、降低資金價格，給企業一些
緩衝，給改革一些時間。

新制度別一股腦全推出
朱文臣提醒記者注意，李克強總理提到

「要把握好穩增長和調結構的平衡」，總理

這樣講，正是政府已經意識到地方有些部門
沒有做到平衡，而是在經濟下行期下猛藥扼
殺企業活力。朱文臣反覆強調，改革發展有
自身節奏，「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這
是一個常規問題。」朱文臣分析指，目前是
企業最困難的時期，對企業應該是更多的支
持而不是「收緊」，新制度一股腦全部推
出，這樣做的結果是「套在企業脖子上的枷
鎖同時拉，將企業『勒死』」。他認為，應
合理把握舊制度廢除與新制度出台的時間節
點。「在錯誤的節點上出台了新的制度，其
結果必然是錯的。」

對於今年「兩會」後央行降準、降息，之前一直呼籲政府應當重視企業

融資成本過高的朱文臣表示欣慰與肯定。他說，既往一年面對國內的經濟

形勢，有的部門竟將通貨緊縮視為「業績」，中央出台的提振經濟之策到

了地方甚少執行，「這就是因為有舊的制度、舊的利益擋在前面」。令人

欣慰的是，經過今年兩會代表委員們呼籲，政府有關部門和越來越多的有

識之士已認識到控制通縮壓力、防範金融風險的必要性。

經濟下行壓力增加時，確有多種政策舉措共扼企業咽喉的現象發生，其

中稅負與融資成本首當其衝，不少中小企業並非因為產能過剩而倒閉，而

是因為整體融資成本超過15%再加上整體稅負沉重而日益生存艱難。朱文

臣說，他的判斷很樸素，如果中小企業融資成本從15%下降五至十個百分

點，大面積艱難生存甚至快倒閉的企業就會賺錢，這些企業不是在創造生

產過剩，而是實實在在做實業，否則金融供給與企業正常需求嚴重扭曲，

企業主只可能是去資本市場或股市「搵快錢」。

降準降息雙贏 紓「錢緊」「融資貴」

對於央行兩次出人意料的降息，朱文臣都預見到了。朱文臣直言，金融

系統就是要支持實體經濟，銀行高息賺錢，將錢都積攢在自己手中，這和

央行多印錢是一個道理，都是沒有用的。錢在金融部門就是紙，銀行的目

的就是將市場經濟搞活，流通到社會創造價值才叫錢，最終全社會讓企業

創造價值，賺到錢，金融作為經濟的命脈才能真正實現自身價值。而降準

與降息在當下經濟情況下是雙贏，既降低銀行的成本，也有效緩解「錢

緊」與「融資貴」。

朱文臣說，企業需要公平公正的市場，同樣亦需要政府與政策。企業需

要政府創造公平的營商環境，需要政府提供穩增長、促進有效投資和消費

需求的市場環境。除貨幣政策外，包括減稅、增支在內的財政政策同樣是

支持市場與企業深化改革的最有力舉措。

朱文臣指出，規章制度應該為市場需求
服務，而非成為制約其發展的牢籠。他反
覆強調，提倡依法治國並非依「制度」治
國，尤其具體操作層面的各種制度規章並
不是法律，且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為適
應現有情況而出現的管理方式，也應因現
狀變化而做出相應改變。

廢除阻礙效率制度
朱文臣有一次到集團下面的生產基地視

察，看到財務報表業績很差，工廠效率低
下，面對副總裁的質問，基地負責人拿出一
套套既有的規章制度敷衍，更將其打扮成遵
章守制的「模範」，朱文臣聽聞，當即宣佈
廢除阻礙效率的制度，並厲聲指出，企業發
展不需要這樣的「模範」，企業活力需要的
是提振效率的解決之道，打破制度桎梏就是
企業負責人的首務與責任。 「為何阻礙副
總裁和基地負責人解決問題的『制度』，到
了自己手裡卻如此簡單，」他以企業喻國家

稱，「打破制度桎梏是頂層設計的靈魂與精
神所在，絕非單個部門力所能及，打破不適
應的制度只有頂層機關方能解決。」
他認為，目前改革的重擔應落在打破過時

的、不適應現在市場規則運行的制度上，比
如「本就不科學」的銀行貸款終身追究制，
以及提振經濟的政策出台後卻無人執行的問
題，他同時也提醒，利益集團總是通過制度
的外衣過度保護自己，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拒
絕改變，因此改造與利益集團掛鈎的老舊制
度顯然比制定新制度要難得多。
權力下放正是現在中央政府採取的改革措

施之一，但如果該項「權力」在上層已是不
合理制度，下放到基層依然會阻礙發展，朱
文臣認為，應該大膽地取消一些繁瑣權力，
從而使改革真正觸及某些集團利益，讓規章
制度合理化，使之成為助推社會發展進步的
有效手段。

中國經濟的持續下滑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關注中國經濟的持續下滑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關注，，國內眾多專家學者也賦予了這一階段國內眾多專家學者也賦予了這一階段

新的解釋新的解釋，「，「換擋期換擋期」、「」、「中高速中高速」、「」、「擠泡沫擠泡沫」」等一系列詞彙頻頻見諸媒體等一系列詞彙頻頻見諸媒體。。儘管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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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兩會，「企業家」一詞第一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企業家是提振經濟命脈的主
角已成新共識，而全國人大代表中的民營企業家更是居廟堂之高，亦處江湖之遠

諫言、踐行國是的要角。有「河南首富」之譽的朱文臣，正是這樣的角色。首次訪問他
時正值四月中旬央行全面降準前夜。朱文臣以親身感受大聲疾呼，通縮不能被有關部門
當作「業績」，央行的票子沒有產生經濟的活力，那只是囤積中的一張張白
紙。五月中旬我們再次訪問他，朱文臣為降息等一系列提振經濟的新策點
讚，他更指出其中要害，全面深化改革、以法治國的大國策在某些部門中被
異化成阻擾改革的僵化制度，應當一鼓作氣從頂層設計打破桎梏，開創新
局。

解決就業成首務 勿以「通縮」為業績
4月底李克強總理考察福建自貿區，一位偶遇總理的福建商人不曾想到，

總理關切的是他公司的融資成本； 5月初李克強總理視察中關村大街，一位
移動互聯（網）創業者得到的總理囑托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都要先靠就
業，就業是一切的基礎。
解決融資難，就業難，李克強的判斷與朱文臣的憂心所在可謂不謀而合。朱文臣以上半

年中國民營企業經濟發展數據和他所接觸到的企業生存發展現狀舉例，他支持中央的改
革，他痛心的是改革大局積極推進下有關部門不作為與亂作為的敷衍。有的部門將「不放
貸」甚至「通縮」當業績，有的部門更以「有史以來最嚴厲的查稅」作新政，還有的部門
以多隻手扼住企業的咽喉，眼見企業降速掙扎，更以此作為不唯GDP的新政績邀功。

支持「一帶一路」盤活優質產業
對此，朱文臣對本報表示了他的擔憂，「穩增長、調結構的主題必須建立在企業良性
發展的前提下，若經濟持續下滑、中小企業頻頻倒閉，則無法支撐起一系列的經濟轉型
升級措施，亦無法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大框架、大設
想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國家的宏觀政策為企業的
未來營造了很好的氛圍和趨勢，但與之反差過大的微
觀經濟似乎支撐不起這樣的宏圖偉業。
作為大國經濟體，不同於小國，經濟發展趨勢與慣

性更重要，若經濟形成下滑通道，屆時恢復上行通道
所花費的成本將遠超想像。就此，他提出長短期兼顧
的兩點主張。一是支持國家「一帶一路」大戰略積極
推進，只有走出去才能真正將優勢產能轉移到國際市
場，從而推動調整經濟結構、盤活中國優質產業，並
可以利用騰出的市場空間做大做強高精尖技術、互聯
網物聯網等新興經濟模式。二是把握好當下改革的節
奏與火候。若今年經濟繼續下滑，有關部門面對中小
企業的發展困難不施以援手，對改革訴求視而不見，
恐難以推進一系列的經濟戰略，因為走出去的並不是
「國家」，而是有活力、有競爭力的具體企業。

預見央行降息 直言「錢在金融部門是紙」

讓合理制度成社會發展助推器

近期，坊間一直流傳中國經濟已經陷入
通貨緊縮。從全球通貨緊縮的歷史看，在
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往往容易出現物價
的大起大落，並伴隨着經濟金融動盪。一
旦陷入「流動性陷阱」，還可能引發長期
衰退。為此，各國都採取了多種手段應對
通貨緊縮。
朱文臣以美國 1929 年—1933 年「大蕭

條」時期的羅斯福新政為例指出，通貨膨
脹和通貨緊縮都是經濟運行的一種調節手
段，需要其膨脹便膨脹，需要刺激便刺
激。他指，羅斯福雖本身不是經濟學專
家，但他知道解決通貨緊縮的唯一辦法便
是通貨膨脹。當然，羅斯福新政對美國經
濟走出蕭條產生了比較好的效果，一旦經
濟回暖，物價止跌回升，這些政策便不適

應美國新的經濟形勢，「這時候你只要調
整你的政策就好了。」朱文臣說，通脹與
通縮都不是目的，應當回歸到手段中來，
唯一目的就是促進企業良性發展。為通脹
而印鈔不可取，同樣人為創造通縮造成
「錢荒」、企業融資難，甚至減產裁員也
非常態。朱文臣說，當通縮不再是政績，
通脹不再是目的，它們都是促進經濟向好
發展的手段時，居民保障增強，消費增
加，超低的商品價格回升，企業有活力有
利潤，這才是經濟走出低谷的良好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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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猛藥難治病 改革應錯峰而行

用好通縮通脹 助經濟走出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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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臣接受本報記朱文臣接受本報記
者採訪者採訪。。 記者朱燁記者朱燁攝攝

「「目前是中小企目前是中小企
業 最 困 難 的 時業 最 困 難 的 時
期期，，打破制度桎打破制度桎
梏是當下改革要梏是當下改革要
務務。」。」 －－朱文臣朱文臣

■■輔仁藥業集團董事長輔仁藥業集團董事長
朱文臣朱文臣 記者朱燁記者朱燁 攝攝

■■朱文臣分析指朱文臣分析指，，目前對企目前對企
業應該是更多的支持而不是業應該是更多的支持而不是
「「收緊收緊」。」。圖為輔仁藥業生圖為輔仁藥業生
產車間產車間。。 記者朱燁記者朱燁 攝攝

■■輔仁藥業參加展會輔仁藥業參加展會。。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