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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四：

成本高、负担重，影响企业投资意愿
督查中，不少民营企业普遍反

映经营成本增长过快，如用工成本
不断增加， 土地价格持续上涨，电
费长期居高不下，影响投资意愿。

“最近几年， 煤炭价格大幅下
降，但电价下降微乎其微，这无形
中增加了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 ”

新疆一位民营企业负责人说。

除要素价格高，知识产权保护
缺失也让民企在市场竞争中失去
一层保护膜。

成都星空三维公司负责人余
晟睿向督查组坦言，自己公司发明
的

3D

打印产品，才上市一个月，就

出现了非常相似的仿制品。 相比
之下， 公司专利审批却需要很
长时间， 从去年

10

月开始到现
在还没批下来。 “面对市场上的这
些假冒产品， 我们也无可奈何，非
常苦恼。 ”

反映最为普遍的是人力成本
不断增加。 “平均算下来，社保缴纳
占到了工资总额的

32%

左右。 ”五
洲传媒副董事长徐登权说，当前经
济下行压力大、 企业利润普遍下
滑， 政府应该进一步降税减费，让
利企业和百姓，这也是供给侧改革
的应有之义。 （据新华网）

九部长奉命督查回京

走访逾700家企业发现四大问题

民间投资增速不断下滑，加大了经济下行压
力。 民营企业到底是受政策制约投不了、没法投，

还是因环境影响不敢投、 不愿投？ 国务院派出
9

个专项督查组，在未提前通知地方的情况下，近日
到江西、黑龙江、广东、湖南等

18

个省市区进行了
10

天的督查。

这可不是一般的工作检查。 督查小组都是由
什么人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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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带队组长包括国家发改委、科
技部、工信部、环保部、住建部、水利部等九大部委
副部长，级别最高的为正部长级。 组员则由不同
部门的同志交叉组成，以厅局级领导为主。

据记者获悉，截至目前，督查组已走访、座谈
企业超过

700

家。 为了更真实地了解情况，有的
督查组在实地督查中采取随机挑选企业的方式，

或者临时更换企业名单，座谈全程不允许地方领
导干部参加。

重点来了，督查组到底了解到哪些问题，民营
企业主要倒了哪些“苦水”？ 一路跟随督查的记者
提前“剧透”，主要发现四大类问题。

问题一：

屡遭“白眼”频“碰壁”，公平待遇未落地
“现在民间投资面临的最大

困惑就是缺乏公平待遇。 ”重庆
一家环保企业负责人向督查组
坦言，虽说市场需求不足也是重
要因素， 但并非所有行业不挣
钱，比如不少医药、文化、环保企
业效益都不错，在国家政策引导
下也想扩大投资， 但屡遭“碰
壁”，影响了投资动力。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
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在投
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
地使用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
和其他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实施
同等待遇。 然而督查组发现，一
些地方和金融机构并未做到“一
碗水端平”， 在规模上“重大轻
小”，在身份上“重公轻私”，在地
域上“先内后外”。

四川远舰建设集团董事长杨
远见颇有感触地说：“现在很多

PPP

项目很少有民企参与的份
儿，有的地方直接告知‘优先考
虑国企’。 一方面是因为国企能
从银行贷到更低成本的资金，另
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也想避免
引发道德风险质疑。 我们申请过
很多

PPP

项目，都被以各种理由
拒绝了。 ”

在河北，一家民营焦化企业
负责人反映了同样的疑惑：“国
务院明文要求， 鼓励和引导民营
企业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

合理降低国有控股企业中的国有
资本比例。但地方在化解“僵尸企
业”时，却只愿意卖给国企。 ”

英利国际置业副总经理杨
晓榆在督查组座谈时直言，民营
企业贡献了

80%

以上新增就业，

但最近两三年民企不仅排在国
企后面， 连外企地位都比不上。

不能因为“出身”不一样，参与市
场竞争的难度和结果就不一样。

问题二：

抽贷、断贷现象突出，融资难仍普遍存在
督查中，不少民营企业家反

映，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银行对
民企的贷款收缩过大，企业贷款
难、融资成本高、贷款期限短的
现象普遍存在。

东部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
向督查组反映，企业投资一个项
目需融资

2

亿元，多方申请贷款
无果， 最后仅贷到

500

万元，年
息

10.4%

， 还要把
30%

的贷款资
金返存在银行。

银行频繁抽贷让小微企业
“举步维艰”。 河北石家庄东方丽
人家用纺织品公司于

2011

年从
做出口贴牌转向做国内自主品
牌。 然而， 银行由于认为企业
有风险， 连年多次抽贷

1000

万，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 企业

总经理岳丽丽谈起这一经历一
度落泪。

“民营企业信誉再好，最高
也只能被评为

AA＋

，而国有企业
一般都能评上

AAA

，这相当于给
民营企业融资人为制造了瓶
颈。 ”辽宁一家民营企业老总表
示，希望能够以市场竞争力为标
准，一视同仁地对待行业内的多
种所有制企业。

福建省金融办主任付朝阳认
为，融资难与许多银行只关注于
部分民企违约造成贷款风险，而
很少考虑区域差异性和企业个
性化贷款需求有很大关系。 形象
地说就是“一人感冒， 全家吃
药”。 这当中，存在着大量地区和
行业“一刀切”的现象。

问题三：

“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审批繁琐依然突出
从实地督查的情况看，企业对

这两年政府服务态度转变普遍予
以好评，不过对政府办事效率仍有
不少“吐槽”，认为是从“门难进、脸
难看、事难办”变成了“门好进、脸
好看、事不办”，一些基层干部“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 对支持民间投
资缺乏积极性。

“这两年政府简政放权， 看得
见的审批确实少了，但看不见的门
槛又多了起来。 ”重庆会凌电子新
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晓东与国
务院督查组座谈时反映，“我们作
为比较成熟的中型企业一年各种
第三方认证审核直接成本至少要
二、三十万，加上人力成本、各种材
料成本就更高了。 ”

青海一企业负责人深有感触
地说：“气象等相关部门对光伏电
站避雷针每年要进行一次检测，检
测费高达

8

万元，而且只能由指定

机构来检测。 水电气等市政公共服
务部门收费高，如天然气接口费高
达

110

多万元，自来水接口费
9

万
元、试压费

11

万元，市场价为
2000

元的水表收费
12

万元， 而且没有
统一标准。 ”

尽管这两年政府加大简政放
权力度，但督查组发现，“建一栋楼
盖一百多个章， 批一块地得跑两
年”的现象依然较为突出。 山西一
家民营企业负责人说，仅办理施工
许可证就需提供

52

项资料和证
件，办分项证件还要履行十余项手
续，“等手续办好，商机早失了。 ”

“我们公司开发了一款降血糖的
藏药，研制花了六年，审批已经五年
半了，相关部门迟迟拿不出来审批结
果，每次打电话催促，得到的答案总
是‘我们人手太紧’。 ”青海央宗药业
法人代表徐楠向督查组反映，“再这
么拖下去，项目肯定要黄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