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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政府的改革与发展正面临

着相当大的压力，行政管理理论和

实践也面临着各种检讨与反思。在

诸多行政管理改革理论中，企业型

政府的理念一度较为引人注目。所

谓企业型政府，是公共行政改革过

程中运用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理论改

造传统运作方式，使其具有顾客至

上、成本意识和创新精神的政府，是

公共行政从传统官僚制向后官僚制

转换的一种模式。

到目前为止，进入政坛的民营企

业家并未真正从政。其本质还是企

业家，他们只是在企业之外，借助工

商联等平台，或参政议政，或代表民

营企业家群体表达一定的政治诉求。

企业家担任政府要职，可以做到

经营企业与参政议政两不误。尽管

不能排除少数私营企业主将进入人

大、政协仅仅视为一种政治荣誉，但

多数人还是认真履行了必要的职

责。不少企业家在做好自己企业的

同时，努力倾听民声，反映民意，体察

民情，真正体现了参政议政的职能。

政府改革的模式与选择，这是

一个很大的方向性问题，但确定无

疑的是，在政府改革过程中，用企业

理论、企业家精神来影响政府改革，

可以提升政府运行过程中的效率，

并使未来政府更具有回应性与前瞻

性。而引入懂得企业管理，深谙企

业运营规律的企业主(包括国有企

业领导人以及民营企业家)进入政

府系统当中，将有助于实现未来政

府改革的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家从政之

后，政商两重身份须界定清晰。要

当官，就不要经商。中国“红顶商

人”的历史悠久，亦官亦商的问题也

一直被诟病与批判。拒绝新的“红

顶商人”群体的出现，避免市场经济

的公平与正义受到伤害，这是选用

企业家“当官”时，应该引起重视的

一个问题。

从我们自身企业经营情况来

看，税收高企的刚性压力把大多数

企业压得喘不过气来，特别是在目

前经济形势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的情

况下，企业命悬一线。

目前大部分企业的经营成本

中人工成本上升很快，但无法在增

值税中抵扣，导致增值税额增加，

结果逼着一些企业去找发票冲抵

税额，甚至冒着违法的风险去虚开

发票以冲抵税额。同时也影响企

业人力资源的建设，企业员工社保

缴费也不积极。为此，我建议在税

收体制中也要体现人力的“增值”

价值，而不仅仅是物力，希望能将

员工工资社保等人力成本作为抵

扣。

当前企业生存的压力确实非常

大，特别是中小企业以及刚创业型

企业，企业家作为企业的灵魂人物，

在这个时候首先要倡导坚守的企业

家精神。企业的生存发展涉及社会

方方面面，包括税收来源、员工就业

等。只要有一点希望，就要想办法

让企业生存下去，其次是要有创新

精神。越是在艰难的时候，越需要

创新精神。创新一方面是企业管理

方面的创新，让企业更科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是科技创新，要研发出符

合市场的新产品、新技术，企业才能

立于不败之地。

同时，我认为企业家还要有家

国情怀的奉献精神。最近关于“不

要让曹德旺跑了”的话题引发热议，

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市场经济

是一个开放经济，是一个资源配置

的经济，哪里有利润，企业就会流向

哪里，这是市场规律，也是企业的生

存之道。“走出去”也是国家鼓励的

发展战略，况且20年前曹德旺就已

经开始在国外投资办企业，而且他

做慈善的资金就达到50亿元。曹德

旺是具有家国情怀的企业家，我们

应该向他学习。

希望人力成本也能实现抵扣
厦门福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常锋：

“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

剑兮带丘墓”，这个故事就是中国诚

信的起源，也是世界诚信的起源。

虽然是三千年前的历史往事了，我

们重温它依然是以德治国的基础，

更是诚信治企的根本。

以德治国首先是要有道德生

活，因为构成国家关系的基础之一，

就是倡导“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

精神，一个失去道德力量的政治实

体，再坚硬再庞大也难于持久。因

此，在我国当前经济背景下，国家领

导人再次提出“以德治国，以法治

国”，也是顺时代潮流应运而生的重

要纲领。

那么，企业家如何进行自己的精

神修养，具体来说，光有诚信还不够，

还要在把握时代创新潮流中，就企业

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意识形态方面

进行“企业再造工程”，也就是企业创

造性地再生。企业的未来，企业的成

功，属于那些经常认识到企业文化和

企业创新并坚守的企业家们。

企业家的理想是创造价值和回

报社会。人类的高级情操与责任

感，无不与“报”相关。自古至今用

这种观念构架了多样化的宗教景观

和哲学体系。“报答”，成为生活的至

高法则。企业家的现实是带领他的

团队如何能动性地创造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因此，当企业家的理想

与现实发生矛盾冲突时，一个办法，

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和创

新能力。至于说到企业家的理想冲

动，当然存在。但一个成功的企业

家在他深谙市场竞争的无情时，他

一定会退守现实，并在现实中主张

企业做出正确判断，不断调整企业

发展前行。

最后，只有社会大背景下的健

康发展，才有企业家良好的工作环

境。我们相信在未来中国不断强大

的发展中，中国的企业一定会越来

越好。

目前，东北地区的企业融资

环境不是很理想，特别是中小型

企业，这严重制约了地方经济的

发展，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不仅

事关改革全局，也与东北再振兴

息息相关。要加大引入社会资本

力度，解决投融资难的问题是破

解目前发展困境的主要手段之

一。东北地区的企业通过引入社

会资本后，可以形成多元的经营

主体，激发企业活力。

2016年辽宁省整个工业投资

下降70%，2017年要增加12%，要

实现这个目标难度非常大，虽然

天天喊着要振兴东北经济，对国

家产业政策要落实到位，但目前

经过淘汰落后产能、经济结构调

整、国企改革，很多企业经营难以

为继，不少问题很难一下子解决，

必须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过程。

东北经济尤其是鞍山这样一

个重工业城市，要想振兴尽快恢复

得有一个过程，没有三五年的时间

很难恢复过来。现在各项工作也

是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但很难取得

实效。什么原因呢？主要在于企

业融资环境不理想，很多项目资金

难以到位，很多企业对投融资丧失

信心，针对现状没有一个好的解决

办法。按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问

题，地方政府领导也协调不了银行

这层关系，银行怕担风险，怕企业

还不起钱，即使企业有好的项目也

不敢轻易放贷款。

国家产业政策是好的，中央

政策没有问题，如“三去一降一

补”、“供给侧改革”等都是对的，

关键是地方要落实到位，现在的

情况是国家出台某一项政策，地

方政府紧跟着就会出台配套政

策，而且经常变，没有连续性，这

也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企业的积极

性。

另外，产业政策还是应该放

开，要按市场规律办事，按市场规

律配置资源，而不是指令性的分

配资源，国家可以指明方向，有导

向性地引导企业，而不是指令企

业这个不能经营，那个不能生产，

除国家法律规定或明令禁止不能

生产的产品外，其余的都应该给

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市

场经济本身就是自由竞争的经

济，离开了自由竞争，再好的政策

也起不到效果。

应给予企业
更多自主权

鞍山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投资与规
划处处长侯锡凯：

2016 年，作为企业投资人、创

始人，我有幸成为了“幸福沈阳监督

员”，每天可以直接跟市营商办公室

的工作人员对话，及时地反映发现

的情况。营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

能用最快的时间解决社会监督员反

映的实际问题。

正是亲身经历了政商关系向

“清”和“亲”方向的改进，让我感受

到大环境真的改变了很多，政策的

落实也在逐步完善、实现。重要的

是对创业企业的帮扶也开始真正落

到实处。

作为创业者、投资人、企业家，

我们不仅自己要坚守责任，还要唤

醒更多的年轻人理性地投入到国家

的创业浪潮中，挖掘出独特的价

值。我认为，创新、创业的意识需要

视野的提升、能力的提升和经验的

提升。企业家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专

业特长，整合社会资源。两年多来，

沈阳地方政府通过打造优良的生态

环境，真正做到把创业者“引进来、

留下来、宣传出去”，真正做到把北

上广深及美国硅谷等先进的模式、

人才、项目、资金等引进到沈阳，把

沈阳的创新、创业成果通过各种形

式宣传出去。

创业型企业家就是要在坚守中

创新，在发展中担当。坚持是企业

家精神的核心，也是所有做企业的

人能走到成功那一步所必须具备的

品质。任何成功都是不断完善的过

程，只有坚持才能得到。而“创新”

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一个热词。

在企业遇到瓶颈时，碰触到天花板

时，创新是唯一的出路。虽然创新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也是必须要

做的事情。我希望社会支持企业家

的成长，尤其是成长型企业家，为企

业家创业成长创造良好宽松的环

境。

另外，企业家还要学会化解理

想与现实的矛盾，尽可能地为企业

未来发展利用好政策、环境，更要学

会做团队的心灵领路人，带领团队

一起学习，学发展、学做事、学与人

相处、学认知。

公共行政应倡导企业型政府
国家行政学院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朱文卫：

社会健康企业家才有好环境
微笑花开（北京）国际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冷秋：

应给成长型企业家更多支持
华府·青创空间董事长姜云鹭：

远见与论衡远见与论衡··营商环境营商环境

【政府/协会】
【企业】

【学者/专家】

新时期企业营商环境出现了哪些变化？简政放权改革是否落在了实处？如何打造最有利于

生产力的企业型政府？如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