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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

级”，引发了社会的高度热议。

显然，在目前实体经济衰弱的情

况下，加快转型升级已经成为振

兴中国实体经济的当务之急。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五冶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程并强也同

样一直关注着转型升级的问题。

3 月 8 日，程并强出席完会

议，在人民代表大会堂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今年

关注转型升级问题，主要是从

‘政府管理’和‘企业管理’等方

面来提出相关建议。”

服务于
企业经济转型
跨过“攻坚之年”，2017 年，

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已到“深化

之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国社会经济增长方式也在悄

然转变。程并强说：“近几年国

家在社会经济方面的转型，是我

感触最深的。比如说目前我国

工业耗电量正在降低，GDP 却在

增加，这说明我国经济不再是靠

传统工业来增长，而是靠新动能

在增长。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经

济增长方式在转变。”

“我作为企业界的代表，相

对来说，对企业基层的情况更为

了解。通过我这两年的调研，我

发现经济转型升级，其效果好坏

很大程度还是要取决于政府与

企业之间的‘配合’。”在程并强

看来，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

会直接影响到企业转型升级的

效果。而企业管理如何与政府

管理对接、政府管理如何服务于

企业转型提升是目前经济转型

升级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两个

问题。

“目前一些政府的管理政策

不配套，一些管理思路不能适应

转型升级的发展要求，不仅不能

推动企业转型，还会制约企业的

转型提升。比如建筑业转型升

级首先是转变生产方式和建造

方式，但是，当前相当部分政府

投资的建设项目还延续着旧的

管理模式，即设计、勘察、施工、

设备采购分段招标，从招标程序

来看符合相关规定，但是却不利

于整体项目的责任落实，造成各

负责一部分环节，大家都只对过

程负责，不对结果负责。”程并强

对记者说。

据调研，并非只有建筑业出

现这种情况，其他领域的企业也

面临同样的难题。

完善企业转型
优化政策法规
据了解，随着去产能化的不

断深入，五冶集团已经从冶金转

向非冶金，从生产型企业转向生

产服务型企业，从产品经营企业

转向产品加资本的服务企业，通

过有效转型提升，进而实现经济

效益的稳步增长，同时做到职工

收入同步增长。

但五冶的转型升级还有极

大的潜力可挖，也急需相应政策

的支持。程并强认为，像分阶段

公开招标这类不配套的政策、法

规，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

见的。我们的行政管理是需要

为企业转型提升做服务的，而不

应成为阻碍。应优化目前相关

的政策法规，让不配套的、过时

的、相互矛盾甚至空白的政策法

规能够统一，以此推动产业的转

型升级，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

推动产品的换挡升级。

回顾五年履职，程并强很欣

慰，自己所提的建议都逐步得以

落实。“目前，不配套的政策和冗

余 的 审 批 事 项 已 经 减 少 了 很

多。这对于企业转型升级来说，

是一个绝对利好的消息。”程并

强说。

当 然 ，程 并 强 也 进 一 步 强

调，由于我们国家太大，要落实

推动任何一项建议都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情。尽管目前的情况

已经有所好转，但还是远远不

够，所以“国家完善企业转型升

级配套政策”的建议还会继续提

出。

从技术和管理上
提质增效
事 实 上 ，转 型 升 级 只 是 手

段，企业通过转型达到提质增效

才是最终目的。在转型升级过

程中，企业作为最重要的主体之

一，除了需要政府提供便利服

务，也需要发挥自身的能动性。

具体而言，程并强认为企业

可以从两方面做好提质增效。一

个是从技术上做好提质增效。例

如中冶集团作为冶金建设行业的

领军者，在钢铁冶金八大部位、19

项工艺单元的核心技术都达到世

界一流水平。五冶集团作为中冶

集团下属子公司，领先的技术使

得其产品工程承包质量有保障，

从勘查设计、项目论证到工程承

包的良好口碑，使得产品的经济

指标、质量、速度被业内认可。

此外，企业要通过精细化管

理提升效益。早在几年前，五冶

集团就开始在企业推行项目全

过程精细化经营与管理，把经营

管理的各个部位、各个控制点落

实到各个岗位、各个专业上，通

过管理的加强与控制，实现提质

增效。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程并强：

企业转型升级 需完善配套政策

（上接第二十五版）
对科技型企业而言，发展壮大的必

经之路就是“融资”。如何才能给科技

型中小微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近日，

记者从成都高新区获悉，获批四川省试

点科技小贷机构半年来，成都高新锦泓

科技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和成都高

新区高投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累

计为 300 余家科技创新型中小微企业

提供融资服务，贷款余额超2亿元。

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

加快培育一批优质的规上入库企业、高

层次人才创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改

制上市企业，成都高新区将重点实施

“微巨人”企业培育工程，即每年新增

200家重点企业实施“微巨人”企业培育

工程。同时，每年与德勤中国合作，从

“微巨人”企业中评选 10 家“德勤—成

都高新明日之星”。

2017 年成都高新区将以做大先进

制造业规模、提升产业层次为产业布局

基点，围绕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产业生

态系统引进关键材料企业，引导企业开

发面向网络通信、数字视听、工业应用

等领域的集成电路产品；力争年底全区

生物产业规模超过300亿元，生物产业

投资超过 40 亿元；围绕成都“大智造”

板块提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在航空航

天设备、无人机、轨道交通、人工智能等

领域聚焦发力。

“围绕这些产业的企业正在成都高

新区形成聚合优势，未来将会爆发出

‘一加一大于二’的能量。”成都高新区

相关负责人谈到。

谁制定标准，谁就拥有话语权；谁掌握

标准，谁就占据制高点。2016年，成都高新

区新增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131

项，增长137%。2016年，成都高新区专利申

请总量达24833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13087

件，同比分别增长28.1%和29.1%，分别占成

都市的 25.3%和 33.2%；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2703件，同比增长16.4%，占成都市的37.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增速迅猛，这些数字

正在并将继续以让人惊叹的速度继续增

长。”日前，在日内瓦召开的《2016世界知识

产权指标》报告新闻发布会上，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多次赞扬中国的

表现。根据日内瓦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首

个年度专利申请量超百万的国家，专利申请

量占全球总量近40%，超过美国与日本之和。

知识产权能力提升的背后，是对人才的

重视。

近日，成都正式出台《关于深化人才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的实施意见》（简称“成都人才36条”），

在引才机制、人才培养机制、人才评价制

度、人才服务体系等多方面提出系列改革

措施，积极为外籍人才来蓉创新创业争取

“国民待遇”。

此外，去年，成都高新区对外发布《成都

高新区关于实施“菁蓉·高新人才计划”加快

高层次人才聚集的若干政策》，确定设立总

规模达50亿元的人才资金，面向全球招揽人

才，计划5年引进1万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

才，对于入选的高层次人才最高可给予500

万元的创业资助，对顶尖创新创业团队科技

成果转化最高可给予1亿元资金支持。

截至目前，成都高新区拥有各类人才总

量达 26.9 万，先后引进杰克·邵斯达克、巴

里·夏普莱斯、约翰·伯特兰·格登、迈克尔·

毕晓普4名诺贝尔奖获得者、10名国家级院

士、海外博士569人。聚集国家“千人计划”

102 人，占全省 39%；四川省“千人计划”281

人，占全省的35%；“成都人才计划”213人，

占全市61%；省顶尖团队30个，占全省42%；

市顶尖团队18个，占全市64%；“菁蓉·高新

人才计划”824人。

2 月 15 日，在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

区，成都高新区与电子科技大学举行了合作

共建国际菁蓉创新中心签约仪式暨奠基仪

式。此次合作将探索“斯坦福+硅谷”的校地

合作模式，实施“一校一带”行动计划，加快

推进成都高新区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和电子科技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成都高新已经把人才触角从社会拓展

到高校以及研究机构。“我们把人才作为兴

区强区的核心资源。”在2月召开的2017年

工作会议上，成都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范毅宣

布，将进一步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到

2020年底将累计投入50亿元人民币面向全

球引才，并新增100亿元用于增强科技创新

体系的竞争力。

成都高新区：多措并举汇聚创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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