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广告

■相关链接

周 刊2021年6月1日 星期二

周刊主编 杨朝英
收稿邮箱：caijing2011@163.com
编辑电话：(010)88146931
本版责编 /李元丽 校对/胡颖 排版/姚书雅

5
第575期

5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部署进
一步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纾困和发展。

这次会议再次强调了加大支持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等的普惠金融力度，特别是引
导扩大信用贷款、首贷、中长期贷款、无还本
续贷业务规模，推广随借随还贷款，同时研究
将商业汇票承兑期限由1年缩短至6个月，
减轻企业占款压力。

截至 4 月末，我国小微企业总数超过
4400万户、个体工商户超过9500万户。纵观
5月4场国务院常务会议，我们发现，3场会
议内容直接指向为中小微企业纾困：

5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部分
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期限延长到今年底，确
定进一步支持灵活就业的措施，部署加强对
受疫情持续影响行业企业的金融支持；

5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落实好
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税、对先进制
造业企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
政策，实施好直达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再贷款
再贴现支持普惠金融力度，落实好小微企业
融资担保降费奖补等政策，引导银行扩大信
用贷款。

如何缓解小微企业稳岗压力？

企业存活三要素：控制成本、保持流动资

金充裕与抓住市场需求。在全国政协常委、国
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贾楠看来，新冠肺炎疫情
对这3个环节均带来冲击，现在要做的是摸
清情况，促进相关政策精准落地。

“一些企业界朋友向我反映，现在小微
企业的主要困难中，市场竞争压力和一些甲
方的强势及平台的垄断行为，给小微企业造
成的经营困难有所增加。在小微企业中，小
企业遇到的情况略好于微型企业。还有个
问题是稳岗压力。前阵子我去了一趟中国
道路运输协会，了解个体司机的情况。据协
会反映，道路货运在综合运输体系中的地
位较低，已成为物流降本的主要对象，道路
运输价值与价格错位倒挂，去年疫情防控
期间高速公路免收过桥费，要求道路运输
降低价格，而其他成本不降反升。据物流末
端的卡车司机等个体运输户反映，他们甚
至出现无钱可挣的情况。据我观察，无论是
营业性载货汽车还是道路货运的从业人
员，也都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越来越多
的从业者特别是卡车司机选择离开道路运
输行业，该行业也出现了司机荒，行业稳定
和可持续发展存在较大隐患。国家也注意
到这个问题了，相信一些情况会出现积极
变化。”贾楠这样说。

贾楠同时认为，当前主要是促进政策落
实，尤其是资金，金融部门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仍然存在短板。“即使有市场，企业没有资金
也是很难生存的。同质化较强、市场又饱和的
行业里，小微企业日子更难过，一批企业面临
倒下去的压力，也会导致一批人短期就业困
难，此时政府就应发挥指导、兜底的作用，加
强就业培训，使其转行或者被其他企业招
聘。”贾楠这样说。

如何让小微企业与金融架起连心桥？

金融供给与企业需求怎么做才能更畅
通？这是全球性难题。“金融要解决的是钱到
哪里去的问题，企业要知道钱从哪里找，金
融与企业需要互动。小微企业（特别是创新
型企业）获得金融服务存在困难更多，因为
它的风险不确定，客观上存在金融服务供给
与需求之间不对称的情况。这种不对称，不
仅会影响到企业发展，也影响到金融机构自
身的发展。”谈及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屠光绍对我们这
样表示。

金融站在河东岸，企业站在河西岸，这条
河是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看不清企业的经
营逻辑，企业不了解金融机构的产品分布。

而要过河，得先搭桥。
“金融机构要更多应用金融科技手段做

产品推介，金融科技本身也可以在造‘桥’方

面走得更快一点。企业也要为造‘桥’出力，要
更多地做到规范经营、优化自身财务规范程
度。造‘桥’时还需要有高质量材料，政府可以
为之提供：比如很多企业经营数据政府是掌
握的，因此可以促进数据开放共享，让金融机
构更了解企业情况；再比如政府可以为企业
增信，提供融资担保。总之，只要政府、企业与
金融机构三方都努力，‘桥’就能建起来。这座

‘桥’能够使企业与金融机构互联互通。目前
看，通过金融科技和企业自身、政府的努力，
我们搭起了不少这样的‘桥’，效果也很不错，
现在就是要把‘桥’造得更好，促进效率提
升。”屠光绍这样说。

有了桥，营商环境也能变得更好。
日前，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与京东

大数据研究院联合发布了《京东开放生态助
力实体经济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到31.3万亿元，位居世界前列，但企业数字
化转型比例仅有25%。另据统计，我国有超
过55%的企业尚未完成基础设备的数字化
改造，特别是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对数字化转
型成本的承受力仍显不足。而要营造互联网
赋能传统产业转型的政策环境，就要着力推
动产业协同，充分发挥行业龙头企业的作用，
携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为大中小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构建交流合作平台。

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3场点了他们的名
本报记者 崔吕萍

2021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
一场“金融数字化转型论坛”备受关注。

“面向金融行业，大数据底座正在从稳
定为先转向安全为先，大数据应用正在从单
点应用转向体系贯穿，大数据生态正在从独
立发展转向开放合作。”这是中国电子副总
经理、党组成员陆志鹏的一个基本判断。据

其介绍，中国电子构建了全球首创内置安全
基因、融入朝阳生态的自主安全计算体系，
推出全栈全域的金融科技解决方案，并率先
参与金融自主安全生态建设。

当前金融行业正处在巨大的IT架构变
革与紧迫的数字化转型时期，金融机构和金
融科技服务企业需要正面迎接挑战。

“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进程加速推进，
这就要求产业能够提供全方位的系统解决方
案。而我们推出的全栈全域解决方案，正在
以一体化全栈基座、Model系列模型与四
大咨询服务为着力点，通过系统工程，横向
覆盖、垂直打穿，助力行业实现自主、安
全、高效的数字化转型。”中电金信软件有

限公司总经理冯明刚这样表示。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论坛上，与会嘉宾
以不同的视角探讨交流了行业思路与经验。

银保监会统信部原一级巡视员单继进建
议，监管治理与全行治理相互增益促进，标
准规范与监管合规双项并举；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副院长魏亮则认为，5G的核心价值
是提升了金融感知能力；中国银行业协会首
席信息官高峰提出，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不
仅依赖于技术的加持，更有赖于思想的转
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互联网产
业研究院院长朱岩认为，产业金融将成为未
来十年金融机构核心竞争领域。

金融业的数据化“剖面”
本报记者 崔吕萍

“通过在海南5天的实地调研，我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海
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质量明显提高，变化可谓是日
新月异。特别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正稳步推进、初见成
效。”5月25日-29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推进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调研组来到了海南，作为组员之一的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李明星对海南的变化赞
叹不已。

李明星告诉记者，海南自贸港建设是党中央着眼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为构建新时代新发展格局、高水平开放高
质量发展而做出的战略决策。不仅鼓励对标国际高水平经
贸规则，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立与高水平自由
贸易港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而且要将海南自由贸易港
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
门户。

“如何融入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
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我一直在思考，我能为海南自由贸易港
做什么？”李明星表示，他正在对接把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的
亚洲总部落地在海南。“世界贸易中心协会 （World
Trade Center Association，WTCA），是总部设在美国
纽约的世界性商业组织，由其授权运营的遍布全球100多个
国家近400个城市的世界贸易中心（WTC）（覆盖共约75
万家会员企业）联合组成的非政府组织，素有‘商业联合
国’之称。”李明星补充道。

李明星进一步解释说，WTCA主要致力于全球各地
世界贸易中心的高效协同运行，为成员世界贸易中心及
其所属会员企业提供全球商务信息与配套服务，促进会
员之间的互惠合作，推进国际经济合作与全球贸易投资
繁荣发展，在国际经贸合作中发挥重要的市场化推动作
用。“此外，75万家会员企业，具有高端的商业资源，如
果能够把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的亚洲总部落地海南，我们
可充分借助世界贸易中心体系丰富的高端商业资源及其
功能，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增添强大动力与活力。”李
明星如是说。

那么，如何推动落实呢？李明星表示，我们可以结合新
基建软环境创新，开发运营高效链接世界贸易中心体系高端
商务资源的电子商务平台。具体落实可采取政府提供政策、
工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资本开发运营模式；也可采取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资合作融合开发运营模式。如，开发运营集高
端写字楼、会展中心、酒店、商业设施于一体的世界一流商
务综合体，与电子商务平台融合形成线上线下有机互促的升
级版世界贸易中心商务功能；组建运营国内外高端商务人士
等组成的海口世界贸易中心理事会，促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创
新和高端人力智力资源融通，引领世界贸易中心体系及其功
能的转型升级。

全国政协委员李明星：

助推海南打造世界贸易中心
本报记者 李元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