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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友国

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针对

2017 年重点工作任务，在供给侧

改革、国资国企改革、创新驱动

等方面，发出了有关国企改革发

展的最“强”音。那么，各地如何

进一步落实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的任务目标？在当前正在积

极推进的国企改革中，还有哪些

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国企

业报》记者在全国两会期间，采

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国资

委主任徐进。

市场化+法制化
《中国企业报》：您对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有哪些感想？四

川将如何落实报告中提出的任

务？

徐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讲

到了国企改革，比如报告中提出

用改革的办法来推进“三去一降

一 补 ”，和 我 们 的 想 法 是 一 致

的。我觉得，在国企改革方面，

过去多采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

现在进一步强调的是市场化和

法制化。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实

在，分析问题实事求是。今年的

目标非常明确，措施也非常有

力，我相信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我的一个深刻体会就是国资

国企改革发展要继续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取得新突破，为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会后

回去我们将研究具体贯彻落实

措施，对相关工作再完善、再深

化，全力抓好改革攻坚、转型提

升、强化监管、加强党建、精准扶

贫等重点工作。

四川省委、省政府将国资国

企作为“大力振兴实体经济”的重

要内容来安排，提出了省属企业

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分别增

长 10%以上的年度目标。我认

为，这既充分体现了对国资国企

改革发展的高度重视，同时对国

资系统来说，也意味着责任重大。

重点做好五方面工作
《中国企业报》：关于供给侧

改革，报告提出要用改革的办法

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化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此，四川省

国资系统具体将如何做？

徐进：四川今年将推动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争取取得更大成

效。同时，还将加快大企业大集

团培育，不断提高企业的质量效

益。

我们将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工

作。首先要狠抓改革攻坚。将

围绕增强活力、提高效率，在规

范董事会建设、市场化选聘契约

化管理、薪酬分配制度改革、混

合所有制、重组整合及国资监管

职能调整等方面取得新突破，走

出一条符合中央精神、切合四川

实际的国企改革发展新路子。

其次是狠抓转型提升。将突出

重大项目、全面创新、开放合作

等重点工作，着力推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取得更大成效，加快大

企业大集团培育。今年要重点

突出“三个推动”：推动四川发展

“1+2”改革，加快四川金控集团、

四川银行、国宝人寿等机构组建

运行；推动铁投、交投、川投、能

投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

公司；推动川商投二次重组、省

旅投组建及内部重组整合取得

实质成效。通过努力，加快打造

一批大企业大集团，为 2020 年有

1—2家企业发展成为世界500强

奠定基础。第三是狠抓国资监

管。要以管资本为主，按照“一

个转变、两个清单、三个归位、四

个重点”的要求，该管的科学管

理、决不缺位，不该管的依法放

权、决不越位，不断提高国资监

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第四是

狠抓国企党建，深入贯彻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和省委十届九次

全会精神，以落实全面从严管党

治党责任为主线，以解决突出问

题为着力点，把国企党建工作成

效 转 化 为 改 革 发 展 的 强 大 动

力。第五是狠抓精准扶贫。将

突出抓好“大小凉山”彝区等对

口帮扶工作，在产业扶贫上取得

更大成效。

推进债转股试点
《中国企业报》：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下一步将推动国企加快

市场化法制化的债转股，从而解

决 企 业 负 债 率 居 高 不 下 的 难

题。您对此怎么看？

徐进：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

提出，用改革的办法来推进“三

去一降一补”，给国企改革提出

了具体指标和目标。过去用市

场化手段来推进国企改革，现在

强调进一步用市场化和法制化

推进，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刻

的印象。

企业要利用金融杠杆来降低

资产负债率，报告中这一点讲到

了我的心里。我认为尽管不少

企业意识到企业负债率很高，但

是企业的存量这一块东西没去

盘活，所以造成企业资产很大，

但是负债又很高。利用金融杠

杆来降低企业负债率，加大对金

融杠杆的把控是当务之急。四

川现正积极推进债转股的试点，

想在今年选择两至三家来搞突

破。

我认为，补足制约企业发展

的短板，也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重

大问题。对企业来说，除了贫困

地区因素外，企业产业结构调整

不合理，研发经费投入不足，创

新的力度不够，这都是企业的短

板，企业一定要想办法把短板解

决好。结合四川国企发展，我认

为四川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不足，

和国外相比差距很大，要在这方

面加强；同时还要科技创新，以

求取得实效；另外，加强资产证

券化也是国企应该努力的方向。

市场化债转股将成国企改革重点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国资委主任徐进：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

一步深化，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

我国的核心发展理念,大量科技创

新创业企业（下称“科创企业”）随

之蓬勃兴起，融资需求旺盛。

然而，由于科创企业自身、金

融市场供给主体和外部环境的局

限，我国目前还未形成健全的科

创企业金融服务模式，特别是银

行科创企业信贷收益无法弥补信

贷风险，种子期、初创期科创企业

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比较低，科创

企业融资难问题显著，金融服务

需求长期未得到有效满足。

面临现实困境
目前，商业银行开展投贷联

动业务依然面临着诸多现实的制

约，存在如下问题：一是缺乏明确

的法律依据。二是缺少有效的政

策指引。三是投贷联动试点亟须

扩大。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在实际操作中，为增加中间

业务收入，商业银行往往采用类

信贷业务或通道业务模式来绕道

投资于权益市场，以此来规避监

管。这样不但增加了企业的融资

成本，其风险也不断暴露。因此，

立法部门需要加快构建完善的商

业银行法律体系，推动商业银行

开展投贷联动业务合法化。将投

贷联动业务明确纳入《商业银行

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为商

业银行开展投贷联动等金融创新

活动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降低

法律合规风险。

加大配套政策支持
目前，《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

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

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更多的

是框架性指引，有关投贷联动的具

体配套政策依然较为滞后。建议

相关部门从政策上允许商业银行

与合格风险投资机构开展投贷联

动业务。按照收益覆盖风险原则，

实行差异化的授信政策和动态风

险定价，由投资收益抵补信贷风

险，形成“PE/VC主投，银行主贷”

的投贷联动融资模式，为科创企业

提供持续资金支持。此外，在金融

混业经营及统一监管的大趋势下，

一行三会应加强相关政策的协调，

规范投贷联动业务的具体机构准

入、企业准入及退出机制。

鼓励民营银行
开展业务
民营银行作为金融市场的新

生力量，从2014年3月首批试点，

到目前已获批17家。新成立的民

营银行大多定位于“互联网银行”

或“科创银行”。相较于传统商业

银行，民营银行着重服务于中小微

企业和科创企业，在发展投贷联动

业务方面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创

新性，这使得民营银行具有发展为

投贷联动银行、科创银行的先天优

势。从政策上鼓励有条件的民营

银行开展投贷联动业务，也与民营

银行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理念相吻

合。首批开展投贷联动业务试点

的 10 家商业银行中，仅上海华瑞

银行一家在民营银行序列。随着

民营银行的设立进入“常态化”，应

当鼓励更多有条件的民营银行开

展投贷联动业务。

将广东纳入
第二批试点
据广东银监局统计报告，截至

2016年末，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总

数超过1.9万家，总量居全国第一；

科技企业孵化器达634家，国家级

孵化器达83家，孵化器总数居全国

第一，全省地级市以上实现了科技

企业孵化器全覆盖。同时，广东省

政府对照试点条件和要求，积极推

进相关工作，完善试点基础，出台

了《关于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

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等多项政

策法规，覆盖了创新保护、风险补

偿、财税优惠等各个领域。

总体而言，广东省具有深厚

的科技创新底蕴、创新氛围及良

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已经具备开

展投贷联动业务的良好基础及相

关条件，建议有关部门早日将广

东省及其辖内特色银行业金融机

构纳入第二批试点。

全国人大代表、宝新能源董事长宁远喜:

商业银行投贷联动深度广度均待提升
本报记者 龚友国

徐进

宁远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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