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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政策落地半年遇考验

信托再现违规募资

金融

4 月初，银监会下发的“99 号文”，被称为信托业

史上最严监管措施，其中明确要求信托公司清理非标

资金池业务。但半年过去了，资金池产品仍未停止。有

知情人士透露，四川信托一款名为天府聚鑫 3 号的产

品就涉嫌非标资金池业务。 5版

产业

机构称埃博拉逼近中国

阴霾下国产相关医药商业化提速

一家名为 MOBS 的美国研究机构绘制了一份各地

遭遇埃博拉病毒袭击的可能性和威胁性地图，该地图

预测，中国可能会在 10月底出现埃博拉病例。尽管大

部分企业例如四环生物、 鲁抗医药都发表声明称公司

生产的产品与对抗埃博拉病毒的药物、 疫苗等均不存

在相关性。但依旧有不少中国企业参与到了这场“埃博

拉病毒阻击战”中。 7版

人文

首富轮流坐考验谁的意志

2014年，被很多经济学家视为不平静的一年。 一

位观察家表示，“首富”的椅子上，还没坐习惯，就要被

“新首富”挤下去，这样的戏剧性，的确考验企业家意

志。 21版

宏观

产业政策出了什么问题？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家各种支持产

业发展的政策也密集出台， 引发业界不断叫好。 然

而， 一些企业家却高调称不需要国家产业政策扶

持，只要公平竞争环境。 甚至有企业家坦言，一些产

业政策不但无法促进企业发展， 反而成为企业发展

的羁绊。 2版

欲做强企业须先仰视下属

评论

上个月在北京见到一个五十多岁著名的高科技企

业老板， 他想请我给他的企业讲课：“就讲怎么当管理

者，我们企业这些科技人员搞科研是好手，但是管理和

领导能力太弱。 他还说他本人没问题，在部队时，士兵、

班长、排长、连长都干过，在科研机构从项目组长、研究

室主任一直当到所长，然后又创办这个企业！ 听其言就

知道这是个非典型的企业家：自信里透着狂妄！ 11版

“法治莱钢”是怎样炼成的

（相关报道详见第三版）

丁是钉

紫竹评论

依法治国

将整体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

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

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更好统筹社会力量、

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

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和各

种类型的经济刺激政策相比， 法治体系建设会使中

国企业的经营环境更加透明、公平和可预测，将是对

中国企业的长效利好。

从立法层面讲， 就是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

用，用“良法”实现对于企业经营环境的“善治”。 这主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

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

度”。 从目前看，各种所有制类型企业机会不均等的

现象还普遍存在， 垄断型企业的强势地位还没有被

打破， 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型企业在许多领域

中还处于弱势地位， 损害民营企业利益的情况还时

有发生。改变各类型企业法律地位不平等的状况，营

造“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企业经营

环境，将有效激发民营资本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使民间投资更加活跃。

其二，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立法体制机

制， 坚持立改废释并举， 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

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现实中，立法滞后

的现象在经济领域非常突出， 尤其明显的是对

于互联网方面的法律、法规明显欠缺，在网店经

营、互联网金融等众多领域，法律缺位的现象已

经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比如在近期频

发的 P2P 互联网金融企业“跑路”的事件中，就

有大量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侵害，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破坏了金融秩序。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法律与现今

的经济发展已经明显不相适应， 加快相关领域的立

法已经是迫在眉睫。

其三， 四中全会提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

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改革往往涉及到对现有法律、

法规的突破， 没有法律依据的改革不但把改革者置

于违法的危险境地，更大危害在于这种“闯红灯”式

的改革会严重破坏法律的严肃性和公信力， 给社会

规范和秩序造成巨大伤害。以立法支持和促进改革，

体现了中央加快改革的战略思维， 会让改革红利更

早释放。

从实施层面， 全会提出，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

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

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有三个方面对于

企业的影响比较显著：

其一，四中全会提出，“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

序、责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 ”给政府和

市场划定清晰的界限， 防止权力对于市场的过度干

预，给企业更加宽松发展的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记者 蒋皓

四中全会后的

企业法治三大预期

这是新中国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

刻：10 月 23 日，在京闭幕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

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这也是中国企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

刻。“奉法者强则企业强，奉法者弱则企业弱。 ”法治

不仅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也是推动企业文明进

步的重要力量。

在民营企业江苏铭安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洪

新看来，四中全会公报的发布是一个极大的“利好”，

因为市场经济有效有序运行，法治是基本条件，四中

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这将强化市场经济的

法治基础，让企业得到更公平的生存空间。“这是我

们企业家翘首以盼的好事”。

“企业领导人开始注重用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

解决处理问题。 ”一家企业总法律顾问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决策必问法、违法不决策”的理念正深

入企业决策者的内心， 提高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和行政思维处

理问题。

预期一：从“人治”到“法治”

“‘权大于法’的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人治’的

局面依然会持续很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谈了他并不乐观的判断。

中国企业由于历史原因以及企业成熟度的原

因，多半形成了以“人治”为主的管理制度，企业规

章制度由领导说了算， 决策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企

业资源不能优化配置，组织机构臃肿、职能不清，规

章制度重复重叠且执行力度很弱， 业务流程不畅、

效率低下等问题还普遍存在，从人治走向法治可以

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但却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

成。

部分高管在嚣张的“人治”中陶醉并铤而走险：

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 党委副书记蒋洁敏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为他人牟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额贿赂。 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 大庆油田有限

责任公司原总经理王永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

牟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 （下转第四版）

本报编辑部策划 王利博制图

4年内两度换帅后， 中钢集团这艘央企巨轮将开启深

度改革步伐。从黄天文时代的大举扩张，到后来的渐进式收

缩，受困于钢铁行业不景气影响的中钢将迎来系统性变革。

“这次倒逼出来的改革步伐要加大。 ”中钢集团董秘

李可杰 10月 24日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近期，国务院国资委要求中钢加大改革力度。 此前，

一些媒体报道了中钢出现债务问题。 对此，李可杰告诉记

者，公司个别资金没有按期到账，导致整体资金面出现一

些困难，这种情况是今年发生的。 （下转第二十一版）

公司

中钢坦承

“未及时适应形势变化”

本报记者 张龙

从“人治”到“法治”、从“公关政府”到“依靠法律”、

从“依法行政”到“依法放权”

国际

巨头拆分：迷茫中求生

对于所有 IT 硬件制造商来说， 拆分大多是迫不

得已。 这正是受到了企业原本赖以成长的“个人消费

市场”需求下滑、增长乏力、利润衰减等一系列压力挑

战，不得不寻找新的发展项目和成长模式。 1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