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五版）
这就是我们从一个新的层次

去研究。新的层次是什么？一定
要认识效率有两种不同的基础，
一个是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有
多少厂房、多少设备、多少合格的

原材料，还有多少
工人是经过培训
的。效率还有第
二个基础，效率道
德基础。党的十

九大报告强调了道德作用。比如
说抗日战争时，国民为什么有那
么大的积极性，工厂在加班生产，
战士在前线流血，这是道德力量
在起作用。还有第二个例子，一
个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来临时，国
民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救灾、抢险
积极性？这也是道德力量在起作
用。

还有第三个，移民效率一定
是高的，因为移民要到新的地方，

效率就高，最明显的是深圳。深
圳1986年建立特区以后效率一直
很高，为什么？因为它是移民社
会。历史上也是，闯关东、走西口
为什么效率高，把荒地都开发出
来了，城镇都建设了，这都表明了
效率的道德基础。

我们今天要让负效率能够减
少，一定要注意到效率的两个基
础，一个是物质技术基础，另一个
是道德基础。

管理很重要，管理中很多问
题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效率的
潜力就在这里，我们要把效率挖
掘出来。作为一个企业管理者，
作为一个企业家，一定要懂得怎
样了解职工，怎样调动职工的积
极性，要用人，同时还要容人。用
人就是要用人的优点，容人是把
他的缺点帮他指出来。五个指头
争第一，大拇指说我最粗，二拇指
说我最灵活，中指说我最长，第四

个指头说我最珍贵，因为结婚戒
指戴在我的上面。小拇指说，我
虽然瘦小，可是每次去拜佛的时
候都是我走在最前面。所以说五
个指头都有用，用人就是要把每
个人的优点发挥出来。

（本文根据厉以宁在纪念《中
国企业报》创刊30周年、“十九大
精神进企业”研讨会、第十五届中
国企业发展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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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企业报》创刊30周
年、“十九大精神进企业”研讨会、
第十五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暨
2017中国企业十大新闻揭晓仪式
已落下帷幕。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研讨会、论坛及发布仪式都取
得了圆满成功。

纪念《中国企业报》创刊30周
年，这个事情本身不是很大，但是
很多关心支持企业报发展的国家
领导人和企业界朋友们都发来了
贺信和题词。我本人自2006年起
担任《中国企业报》社长一职，对

《中国企业报》充满了深厚的感
情，在这里作为企业报的一位老
同志，要向企业报全体同仁表示
热烈祝贺！向长年工作在一线的
记者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向关心
支持《中国企业报》的各界人士表
示衷心的感谢！

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确立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因此，做好十九大精
神的深入宣传，成为《中国企业

报》未来一个时期一项重要的工
作。我希望，企业报能够发挥中
央主流媒体的作用，以“十九大精
神进企业”系列活动为契机，求真
务实、开拓创新，引导企业家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
上来。

2018年已经来到，新的历史
已经打开。在转变发展方式、优
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重
要历史时期，我们的广大企业家
作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力量，应该进一步努力把握经

济发展新方位、践行发展新理念，
按照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由高
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
变”，坚持走创新发展道路，增强
企业核心竞争力，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契机，加快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让我们的产业迈向中高
端。

（本文根据冯并在纪念《中国
企业报》创刊30周年、“十九大精
神进企业”研讨会、第十五届中国
企业发展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
经本人审阅，有删节）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认真学习
贯彻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对于经济界、企业界，
我觉得应该弄清经济工作的着眼
点、聚焦点和着力点。经济工作
的着眼点，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聚焦点就是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着力点就是加
快新旧动能的转换。这三点是一
个有机整体。着眼点是基本目
的，聚焦点是基本任务，着力点是
基本路径。这三点也是一个协同
工程。只有着力推动新旧动能转
换，才能有效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进而才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求。

新旧动能转换是培育新动能
和改造提升传统动能的总和，要
做的主要是四件大事。第一件大
事就是做大新兴产业，第二是做
强科技创新能力，第三是做好传
统产业，第四是去掉落后产能。

我们在去年，尤其是下半年
集中调研这方面的题目，调研当
中发现有些人对新旧动能转换到
底要干什么还没弄清楚。有的人
认为，新旧动能转换就是企业转
型升级；有的人认为，新旧动能转

换就是体制和机制的创新；还有
的人认为，新旧动能转换就是用
新的动能替代老的动能，用新经
济去替代老经济、传统经济；也有
人认为，新旧动能转换是个筐，什
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边装。那么新
旧动能转换到底应该怎么定义，
我觉得它有特定的内涵。这一内
涵就是综合地运用各种创新的手
段把已经弱化的发展动能转化为
持续增强的发展动能。也就是要
把培育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和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动能一起推
进，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新旧动能转换怎么做？我认
为应该建立“五位一体”的协同推
进机制来强力推动。从我们调研
的情况看，各地对做大新兴产业，
做强创新能力，做好传统动能改造
提升，去掉落后产能，看法比较一
致。但是行动很不协调，主要问题
出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有些地方说
起来重要，但做起来不太对。有些
地级市我们看了几十份文件，百多
条政策措施，文件很多，条目很多，
但是仔细一看都是些不切实际、照
搬照抄的话。现在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盛行，体现在新旧动能转换过
程中非常突出。

有些地方新旧动能转换的环
境比较差，有的地方把“双创”的政
策走偏了，该支持的没有支持到
位，不该支持的花了很多冤枉钱；
有的地方减税降费的力度不大，企
业实际负担有增无减；有的地方仅
靠行政命令去产能，不仅没有达到
预期效果，反而引出了一系列麻
烦；有的地方打击假冒伪劣不利，
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比较严重，这
些都直接影响了动能转换。

还有就是有些地方只讲战
略，缺乏战术和战法。我们到了
一个市，市领导一口气给我们汇
报了十几个战略，当我们问推行
这些战略的实施措施是什么，对
方则寥寥数语带过。为什么说不
出来？因为没有。光有战略，没
有具体措施；只有想法，没有办
法；只喊口号，没有行之有效的措
施，怎么落实？

我们在调研当中发现的这些
问题，到底根源在哪里？现在被
找到了，就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
义。问题出在哪里呢？只是政府
的问题吗？不是；只是企业的事

情吗？不是；只是金融机构贷款
难、贷款贵的问题吗？也不是。
这是一个问题的综合反映，是体
制机制障碍问题，是制度创新问
题，是我们的合理研究不足的问
题。

新旧动能转换为什么要长期
做下去？新旧动能转换是一个长
期持续推进的过程，需要坚定不
移、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大家都
知道，经济发展当中具有波动性
和周期性的特点。我认为，形成
这些特点的主要原因就是发展动
能，尤其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
变化。发展动能增强，经济走势
则强；发展动能减弱，经济走势则
弱。因此新旧动能转换，特别是
培育新动能，不是仅仅一项转型
的任务，而是要把它看作一项长
期的、持续做下去的永久工程。
我们必须牢固树立长期作战的思
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新旧动能的
转换。

（本文根据石军在纪念《中国
企业报》创刊30周年、“十九大精
神进企业”研讨会、第十五届中国
企业发展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
经本人审阅，有删节）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石军: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需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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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创新发展增强企业竞争力

第十五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第十五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重磅重磅

石军

冯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