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号提案诞生的台前幕后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证券时报日前独家刊发的 《政

协一号提案聚焦夯实实体经济根

基》 受到业界广泛关注。 今年一号

提案全称为 《关于强本固基维护实

体经济坚实基础的提案》， 由民建

中央、 农工党中央、 全国工商联联

名提交， 这也是首个由多个民主党

派联合提交的一号提案。 证券时报

记者为此采访了民建中央、 农工党

中央的相关人士， 了解该提案从酝

酿到出台的幕后故事。

民建中央历经四年调研

“针对实体经济的调研， 我们

从

2007

年就开始了。 作为以经济

界人士为主的党派， 民建中央一直

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保持密切关注。”

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介绍说。

据悉， 民建中央对实体经济的

关注可以追溯到

2003

年召开的中

国非公经济论坛， 该论坛持续至

今， 每年举办一次。 从

2007

年开

始， 每年民建中央对实体经济展开

主题不同的调研， 主要根据当年实

体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而定。

“比如去年民建中央调研的主

题是 《如何解决用工荒》， 前年调

研的主题是 《缓节中小企业融资

难》。” 蔡玲告诉记者， 近年来虚拟

经济利润更高， 实体企业的利润空

间、 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 越来

越多的资金从实业流入到虚拟经

济， 实体经济 “空心化” 的现象引

起了民建中央的密切关注。

去年民建中央更是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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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省市自治区展开调研， 调研

200

多家企业， 召开了几十个中小

企业座谈会， 对实体中小企业的经

营环境进行了深入调研。 造成实体

中小企业经营困境的成本太高、 过

度垄断使民间投资无门、 产能过剩

严重、 回报远不如虚拟经济等难题

一一浮出水面。

“虚拟经济利润更高， 必然导

致资金流向利润更高的虚拟经济。

怎么引导更多资金流入实体经济，

改善实业企业的经营环境， 进一步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为此我们酝酿

提交这样一份议案， 希望能改善实体

经济经营环境。” 蔡玲强调说。

农工党中央“意外的发现”

虽然是以医卫界人士为主的民主

党派， 农工党中央也一直关注实体经

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 酝酿此次

提案源于农工党中央对医疗器械企业

的一次调研， 应属 “意外的发现”，

进而引发了农工党对中小企业、 民族

企业发展的关注。

2009

年

6

月， 农工党中央调研

组在江苏、 上海、 重庆展开专题调

研， 调研主题是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的机构和装备技术改造、 拉动内

需， 同时促进民族医疗企业发展。 调

研发现， 很长一段时间国内的医疗器

械包括

B

超等大型医疗设备以及伽

马刀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自主研发的

力量比较薄弱。 此次调研虽然从医疗

器械的配置出发， 力推中低端产品的

现代化， 但也涉及到怎么扶持民族企

业、 如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问题。

去年上半年， 农工党中央调研组

又到苏州工业园调研中小企业， 并提

出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促进民族工业

发展。 今年年初， 农工党中央参政议

政部、 农工党中央经济委员会邀请人

民银行专家学者组成调研组到湖南，

与湖南大学的经济研究所专门就发展

实体经济进行了调研。

三大民主党派不谋而合

“调研以后， 我们发现当前实体经

济、 中小企业发展存在极为紧迫的问

题， 考虑到民建中央、 全国工商联拥

有大量经济界专家和企业家， 所以我

们联系了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 提

议一起递交关于实体经济的提案。” 农

工党中央相关人士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而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对于实

体经济的发展也一直保持密切关注，

并且经常展开专题调研。 农工党中央

的倡议得到了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

的积极响应。 为此， 农工党中央、 民

建中央、 全国工商联于今年

2

月底联

合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递交该

提案。 由于递交时间较早， 而且关注

的问题颇具时效性， 该提案被列为今

年的政协一号提案。

今年减税呼声比较高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彭松

每年两会， 代表委员齐聚北京， 共商国

是。 会场之外， 互联网上， 社会公众也积极参

与讨论。 比如在微博上， 有关两会的话题就不

断创新。 而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

“减税” 是目前经济领域两会议题中的一个热

门关键词。

两会开幕前， 全国人大代表、

TCL

集团董

事长李东生在微博上做了调查之后，

2

月

28

日在微博上写到， 中小企业竞争激烈、 成本上

升、 生存艰难， 他计划参与联名提交 “企业减

税” 的议案。

3

月

1

日， 媒体刊出了全国政协委员、 中

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的提案。 李剑阁提出， 中

国应大幅度大范围减税， 减税是体制改革、 结

构转型和廉政建设的当务之急， 且力所能及。

“社会财富多让个人自主支配， 幸福指数更

高。” 这条消息在网上成为当日点击和评论

“之最”。 在微博上， 李剑阁的提议被转发了数

千次， 相关讨论非常热烈。 企业家周祖军跟帖

说， “按今年的环境和趋势， 大幅度大范围减

税真乃当务之急”。 投资人薛蛮子、 易凯资本

CEO

王冉等也纷纷留言支持。 还有网友留言

说： “这个提案可以代表我， 投一票。”

据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报道， 由民建中

央、 农工党中央、 全国工商联联名提交的 《关

于强本固基维护实体经济坚实基础的提案》 已

被列为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一号提案。 在

这份提案中， 提到的重要建议之一就是要以减

税为中心， 增加实体企业的利润空间。 这则报

道同样引起了较热的讨论。

减税之呼吁， 在网络上受认可度颇高， 那

么， 这个建议是否有操作性

?

全国人大常委、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做了一个判断： 主要是

政府要下决心， 如果政府能下决心， 万亿的减

税是能看得到的。

全国政协委员、 财税专家贾康在微博上贴

出了他打算在政协会议上发言的内容， 标题为

《以结构性减税为政策重点服务全局改善民

生》。 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则跟帖说： “为

啥不是全面减税？”

如果真要减税， 该怎么减？ 全国人大代

表、 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提议 “减税种降税

率， 个税起征点提至

5000

元为好”。 全国政协

委员、 银泰投资董事长沈国军在微博上说， 减

税， 减税， 减税富民， 减税过冬。 应该继续调

高个税起征点， 对劳动密集型企业、 小微企业

等企业实行税收优恵。 全国人大代表、 海王集

团董事长张思民的提议则更进一步， 他建议国

家像免除农业税那样彻底为小微企业免税， 以

帮助小微企业长远发展。

大范围减税也好， 结构性减税也罢， 两会

伊始， 已有一部分代表委员和群众发出了减税

的呼吁。 在证券市场上， 甚至已有分析师在探

讨假如实施减税会对股市带来怎样的影响等问

题。 现在实施减税的时机是否成熟？ 如果要实

施减税， 会循何种路径操作？ 在两会期间， 围

绕这些问题相信还会有不少讨论。

王建宙：中国移动

有望跟苹果合作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移动董事长

王建宙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最近高通发明了一种包含了

2G

、

3G

等所有制式的芯片， 苹果手机也

可以适用， 中国移动和苹果合作有望

成为现实， “目前主要的问题是中国

移动的

TD

制式与苹果所用通信制式

标准不统一”。

对于三网融合， 王建宙说， 我国

三网融合推进还比较顺利， 中国移动

与广电在

CMMB

手机电视领域已经

取得了非常好的合作， 最近准备入股

中广传媒。 王建宙建议， 国家应加快

物联网商用进程， 还要加快手机支付

市场的发展， 不应过多地纠缠于技术

的问题。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常小兵：电信推苹果手机

加剧市场竞争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联通董事长

常小兵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 通信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竞争

的市场， 电信加入

iphone

手机阵营，

市场的竞争将会加剧， 大家对此要有

心理准备。

常小兵表示，

iphone

手机原是联

通独有， 现在电信也加入， 各种各样

的竞争局面可能都会出现。 “中国的

市场非常大， 联通卖联通的， 电信卖

电信的。” 常小兵表示， 与苹果的合

作还会继续深化， 不会受电信加入而

有所改变。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王永正：扶持中小企业

政策应“一刀切”

全国政协委员、 天津商会副会长

王永正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现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很

多都是带着 “条条框框” 下来的， 而

日韩等国对小企业都有 “一刀切” 的

支持政策， 只要符合这个规模， 就一

定能享受到， 因此建议国内相应政策

应向国际做法靠拢。

王永正同时建议， 帮助小微企业

走出困局， 应该把民间借贷合法化，

同时将政策向与小企业门当户对的小

型银行倾斜。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陈东征表示：

创业板解禁不必担心 新三板应尽快扩容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全国政协委员、 深圳证券交易

所理事长陈东征

3

日晚接受证券时

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 不担心大

小非解禁会对创业板带来消极影

响； 新三板应加速推进扩容， 现在

的速度还比较缓慢。

今年， 创业板将迎来解禁潮。

有观点认为， 创业板公司股东有

可能大面积抛售手中持股， 对创

业板造成重创， 对此， 陈东征说：

“资本市场解禁是正常的， 到了解

禁期就应该解禁， 投资者不必过

分担心会对创业板市场造成负面

影响。” 陈东征还表示， 无论是蓝

筹股还是中小板、 创业板股票，

价值应靠投资者自己判断。 “不

能说让买什么就买什么， 投资者

也不会听我们的。”

对新三板扩容问题， 陈东征

表示， 新三板早就该扩容了。 他

说， 新三板扩容速度慢主要是因为

认识不统一。 在发展过程中， 资本

市场各方面应尽快达成共识， 但这

个过程比较难， 因为仁者见仁， 智

者见智。

谈及创业板上市公司退市问题

时， 陈东征说， 创业板上市公司退

市涉及诸多方面， 在具体实践中还

需要各方积极努力。 有观点认为，

在目前的退市制度安排下， 创业板

上市公司达到退市标准比较困难。

陈东征表示 “这是一个正常的过

程”， 无论目前好退不好退， 通过

创业板退市制度的完善， 起码资本

市场具备了上市公司退出的机制。

在昨日的全国政协经济组分组

讨论中， 陈东征表示， 中国股市经

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不能说没有给

股民带来收益。 其实， 股市为上市

公司的发展提供了融资平台， 为很

多国有大中型企业国际化发展立下

了汗马功劳， 同时， 还为一些中小

型企业， 特别是自主创新型的高科

技企业提供了发展渠道。

陈东征说， 目前， 我国中小板

和创业板上市企业已近

1000

家，

实际上在为中国经济的明天培育有

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 他同时表

示，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为此付

出了不少代价， 甚至未来一段时间

还要继续为此付出。

陈东征认为， 我国中小企业首

次公开募股 （

IPO

） 融资目前已接

近

1

万亿， 如果没有股市平台， 就

算让国家财政拿出这么多钱支持中

小企业， 也很难起到目前股市所发

挥的作用。 因此， 对股市的发展还

应形成共识， 不能因为还没有给中

小投资者带来可观收益而否定股市

的价值。 此外， 他还认为， 中国股

市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制约， 成熟还

需要一段时间。

在回答委员的提问时， 陈东征表

示， 上市对企业来说并不是 “灵丹妙

药”， 而是一种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对企业规范运作具有实质意义。 他同

时表示， 目前， 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

资难题， 深交所支持中小企业发债，

但要综合评估高收益债的风险。

陈东征还对记者表示， 今年他准

备的提案主要是关注多层次资本市场

建设的问题， 也重点关注中小板、 创

业板股东减持可能对股市带来的风险

问题。

一场为改革集智的春天之约

证券时报记者 杨晨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在这个

春天如约而至。

在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

20

周年后的今天， 代表人民参政

议政的各界精英们， 重新将目光

聚焦到 “改革” 二字。 在

3

月

2

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

议新闻发布会上， 大会发言人赵

启正表示，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

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国

内外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

方面深化改革的基础更加坚实

了， 另一方面， 人们对进一步改

革的认识也越来越有共识。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 中国

经济续写了 “春天的故事”； 而

今， 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 国内

经济运行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的

时候重提深化改革， 该如何推进

这一进程， 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

两会汇集了各路精英， 自是

集智的最好平台。 “宁要危言，

不要危机” ———这是全国政协委员

厉以宁多次强调的观点。 今年两

会期间， 他语重心长地说， 现在

和

20

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时已经不

一样了， 中国前

30

年的改革， 无

论农业承包制、 乡镇企业改革或是

股份制， 都是由下而上摸着石头过

河， 现在则需要 “由上至下” 通盘

考量。

此观点得到了经济界委员的广

泛赞同。 全国政协委员、 招商局前

董事长秦晓十分认同改革开放的路

线和 “宁要微词， 不要危机” 的观

点 。 与会的多位经济界委员也认

为， 如果继续按照过去依靠过度消

耗资源和能源、 破坏环境、 利用廉

价劳动力的粗放发展方式， 就不是

经济发展快慢的问题， 而是没法发

展了， 因为超越了资源和环境能承

受的极限。 全国政协委员、 工信部

原部长李毅中表示， 因为有危机感，

所以当前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时间等不起， 必须要用铁腕手段淘

汰落后产能， 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著名经济学家 吴敬 琏指出 ，

2012

年将是实现 “十二五” 规划的

“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

改革”， 包括 “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

革，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文化体制、 社会体制改革”

的重要年头。 “我们没有退路可循。

只有冲破阻力， 奋力过关， 才能走

上坦途。” 其言至真至切。

值得欣慰的是， 目前不单是精

英阶层对改革有了共识， 社会各阶

层民众主动参与社会改革的公民意

识也在增强。 “一年之计在于春”，

有了共识就要采取行动， 我们期待

新一轮的改革可以在这个春天冲破

藩篱， 扬帆起航。

全国政协委员、 深交所理事长陈东征 （左） 与证券时报记者合影 春雨

/

摄

杨超：尽快出台

险资投资股权不动产细则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

原总裁杨超建议， 应实质性拓宽保险资金运用

渠道， 使保险资金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杨超提交给此次政协会议的提案有

4

个，

他建议， 应尽快制定出台保险资金投资股权和

不动产的实施细则， 给企业更大的自主权， 改

变目前有制度而无法开展投资活动的情况。 同

时， 应支持大型保险集团 （控股） 公司以专业

化和集约化管理方式开展股权和不动产投资，

并给予相应的资产管理资质。

他还建议， 应支持投资能力强、 有条件的

保险企业， 以保险机构为主体发起设立股权投

资基金。 同时，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适当放

松保险机构直接投资股权范围； 扩大保险机构

间接投资股权基金的范围和类别， 如夹层基金

和基金中的基金 （

FOFs

） 等目前适合保险资

金特点的产品。 另外， 出台优惠性政策， 支持

保险机构投资养老、 医疗机构等经济实体， 建

设能够延伸养老保险服务链条。

杨超建议， 有关部委应尽快出台保险资金

参与保障房投资及管理的具体实施细则， 进行

政策引导， 促进保险资金参与保障房建设的实

质性运作。 建议国家税务总局减免保险资金参

与保障房建设投资收益的营业税 （及附加） 和

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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