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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的时候，山东省一家科技型民营企业的负责

人老曲放下了上午采访时的拘谨，向科技日报记者敞

开心扉，“你说我们有没有安全感？我相信没有任何

一个企业可以完全高枕无忧；但作为民企，在资源的

获取方面，我还是有深深地忧虑。”

老曲口中所谓的“资源”，是市场、创新、政策、人

才、资金五个关键词的综合体。

他认为，一旦选择了创业，就意味着选择了一条

充满风险、曲折的道路，“安全感的由来，从来不仅

仅是单纯的法制环境问题；在此之外，还有更复杂

的因素，比如政策更迭、资金短缺、技术失位、人才渴

求等等，更不用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天花板’‘玻

璃门’‘旋转门’等。”

老曲说，民企的安全感应该既来自对环境营养的

汲取，更来源于自身的强大。

全国两会前夕，科技日报记者走进部分科技型民

企，倾听他们的苦乐，还原他们的拼搏，分享他们的希

望，为更多的创业者提供借鉴。

“小微企业融资难？不是融资难不难的问题，是

根本融不到！”这是浙江省青坑村更香有机茶业公司

负责人俞学文向科技日报记者的“诉苦”，“小微企业

有什么？没有品牌，没有基础，去哪里融资？”

俞学文的遭遇不是个例，因为科技型民企融资难

从来不是新鲜话题，却一直难以解决，这成了他们安

全感缺失的重要因素。去年 9 月，央行召集银行与企

业座谈，长期服务于中小微企业的 91 科技集团董事

长许泽玮的发言支持了俞学文的说法，“不是所谓的

融资难、融资贵，现在的状况是很多中小企业根本贷

不到钱。”

央行的一份报告显示，仅 2012 年小微企业融资

需求就超过 16.3 万亿元，但超过 75%的贷款需求都

未得到满足。究其原因，包括：缺乏抵押物、创业成

果尚未转化、担保体系不健全、信息交换不及时等

问题。

从实际环境来看，民企与国企在金融资源供给方

面待遇不同是不争的事实。在上述座谈会上，时任工

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也坦言：“银行的创新服务理念

还不太适应小微（企业）的需求。（工商银行）不良贷款

率，小微企业是百分之五点几，所以对基层银行来说，

确实会有恐贷和拒贷。”

解决“钱荒”烦恼，需要政府塑造的法制环境保障

和规章制度呵护，更需要相关各方拿出实实在在的诚

意，为科技型民企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对此，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给出三条建议：

“首先，对于因资金短缺和流动性不足陷入困难的民

企，要有更大的容忍度，要尽可能站在企业立场思考

问题；其次，加强诚信体系建设；最后，银行成分歧视

的有色眼镜要尽可能去掉。”

安全感缺失之“钱荒”：需要法治更需要“人治”

两根烟囱天天冒烟，周边居民的环保举报越来越

多，位于山东省德州市的振华玻璃公司被中华环保联

合会一纸诉状告上法庭。痛定思痛，振华玻璃公司全

面停产，当大烟囱不再冒烟，路在何方？老厂区停产

半年后，以环保为卖点的新玻璃项目上马，利润来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振华玻璃公司的聪明之处在

于断臂求生，但并不是所有的民企都有此魄力。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长 期 在 基 层 采 访 ，深 知 民 企 顾

虑。部分创业者，大多数时候，只求生存，不求强

大；只求稳定，害怕风险。有调研者如此总结，大企

业大投入、大产出，创新能力强；中小企业特别是民

企创新能力弱，投入不足，缺少核心技术，抵御风险

能力差。

民企抗风险能力差，需要扪心自问，勇于挑战，但

政府更要有所担当。比如在今年浙江政府工作报告

中就提出，“全力抓好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

举措落地。全面实施民营经济 31 条。实行企业帮扶

‘白名单’制度，量化细化民营企业发债需求清单、上

市公司股权质押纾困帮扶清单、困难企业帮扶清单。

实施小微企业信贷增氧计划和金融服务滴灌工程。

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

从政府层面上，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是治标之

策；在企业层面上，用核心技术、核心产品壮大自身，

用核心竞争力化解缺“核”之痛才是治本之策。

安全感缺失之“无核”：需要政策扶持更需要壮大自身

“这套设备可以填补国产高端装备的空白，离不

开专家、工程师们的努力。”鞍山一家燃气轮机公司

通过引进外国工业燃气轮机先进制造技术与专家团

队，在国内自主研发生产应用于分布式能源领域的工

业燃气轮机。尽管引进了外国专家，但该公司负责人

穆建华却因为缺乏技术人员而发愁。

这似乎是招聘会上的常态：外资企业、上市公司、

企业集团等大公司的展台前拥挤不堪，一些民企的展

台前却是冷冷清清。而对民企来说，能不能引进顶尖

专家，能不能引进强有力的团队，将会决定它们能否

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有专家告诉记者，高

端人才引进难、留才难，已经成为民企共同面临的难

题，也造成了民企的不安全感。

不过，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除了需要政府的环

境塑造，更多的解决办法却在企业“一把手”手里。

很多人还记得“西王的婚事”。中科院金属所以

独立开发并拥有知识产权的纯净化冶炼钢锭低偏析

控制等 10 项技术入股，成为香港上市公司西王特钢

的新股东。民营上市公司拿出股份引入科研院所的

技术和团队，不得不说这是西王特钢的魄力所在。如

今，“联姻”的西王特钢发展的风生水起。

瞄准了就要舍得投入，用诚意换效益，这样的民企

从不缺乏人才；而害怕风险，吝于投入，无论做项目还

是引人才，都过于“精打细算”，难免“引才难、留才难”。

怎么做，科技民企才能享有安全感？一句话，政

府提供阳光雨露，企业负责茁壮成长，当各归其位后，

安全感才会到来。

安全感缺失之“人困”：需要环境塑造更需要企业魄力

“科技系统的大规划、大项目，在同等条件下，我们会优先

考虑民企。”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山东省科技厅厅长

唐波表明了对民营科技型企业的支持态度。他表示，针对当

下民企发展的“痛点”，山东省科技厅将在创新队伍建设、构建

创新平台、关键技术攻关、高新企业培育等方面做出努力，以

实际行动扶持民企发展。

民营经济是山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山东民营

经济存在规模小、层次低，创新发展能力普遍较弱，创新活跃

度不高等问题。之前，在支持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方面，山东省

已经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

唐 波 表 示 ，山 东 省 科 技 厅 根 据 省 委 省 政 府 的 部 署 要

求，围绕《关于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十条意见》

的贯彻落实，通过强化创新优惠政策、鼓励民企加强产学

研合作、实施“科技+金融”等扶持措施，推动民企开展创

新活动。

鼓励民企创新，唐波透露了山东省科技厅下一步的几个

“动作”。“我们要增加科技奖授奖项目，特别是二三等奖的授

奖数目，鼓励科技企业申报优秀成果，在同等条件下，民企会

得到优先支持，以鼓励优秀民企积极创新。”同时，山东省科技

厅将设置一批面向中小型企业的科技攻关项目，并根据项目

的技术含量、经济效益、推广应用等情况，“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考虑民营企业”。

“在重大项目方面，特别是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大科

学装置、大科学中心等大工程上，在同等条件下，如果有实力

的民企参与的话，我们也会优先考虑。”唐波表示，“所有科技

经费、科技成果奖、各种优惠政策，在同等条件下，我们都会优

先考虑民营企业。”

支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是科技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内

容。对此，唐波表示，山东省科技厅将在创新队伍建设，构建

创新平台，关键技术攻关，高新企业培育等方面做出努力：支

持民营企业引进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积极推荐民营企业申报

国家和省重点人才工程或计划；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要加快建

设高水平研发中心，暂时不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可以与相关

科研机构合作，实现科技成果和人力资源共享；鼓励民营企业

牵头，联合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共同承担国家、省重大科技计

划项目；培育更多民营企业成为高新技术企业，成为新的经济

增长点。

唐波表示，作为科技管理部门，省科技厅要把握好“亲清”

新型政商关系，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要完善民营企

业科技创新信息服务网络，帮助企业及时对接人才、科技成

果、资金等各类创新要素；要扩大普惠性科技金融政策的覆盖

面，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加快科技孵化器、公共创

新平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各类创新孵化平台建设，完善服

务功能。

山东：同等条件下优先

支持民企参与重大科技任务

代表委员谈感受

放大招儿

2月 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制定涉企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必须听取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

见。这是继去年 11月 1日全国民营企业座谈会之后，

中央再一次释放出的具有导向性意义的信号。作为一

位民营企业家，我本人对这样的好消息感到十分振奋。

齐鲁制药集团主体地处山东省,自去年以来，山

东省先后出台了《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十条意

见》《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进一步

扩内需补短板促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涉及项目

审批、创新创业、双招双引、产业升级、降本增效等方

面。为确保落地，各级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

施。如实施省委常委联系重点企业制度，激励干部担

当作为，在制度设计上实现既“亲”又“清”。

我们在济南投资 30 多亿元的一个项目，属于发

展的新动能，省市领导和有关部门主动联系，将其列

入重点项目，服务关口前移，提前开展了土地、规划、

环保、能源等多部门预评，实现了“拿地即开工”，企业

节省审批时间近一年，为抢得市场先机赢得了主动。

再举个例子。济南市政府成立了以市长牵头抓

总、分管副市长具体主抓、市政府督察室和市经信委日

常召集、30余家市有关部门组成的“服务齐鲁制药工作

专班”，确定周例会和现场办公制度，几个月时间帮助

企业解决大小问题10余项，扫除了发展的障碍和隐患。

除了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近年来另一个重要变

化是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更加受到重视。中央及各

地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时注重听取企业意见，体现了

对企业的重视。齐鲁制药去年一年接待了 130余批次

政府类的参观调研，我本人也参加了几十次。通过参

与这些调研，我们充分地表达了诉求，反映了意见建议。

就企业家个人而言，也受到了社会各界更多的理

解、尊重和支持。几天前，在济南市主要领导与“巾帼

先模”见面会上，我作为先模代表发了言，市领导对我

带领企业，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

分肯定和表扬，这让我感到十分荣幸。不仅仅是这

些，我还被先后推荐在各级工商联、妇联、青联等组织

中任职，被相继授予各种荣誉称号。这种社会认同

感，也是我不断努力，为社会作更大贡献的精神源泉。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实现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民营企业

责无旁贷。大家要更加珍惜这个民营经济发展的春

天，要有“永不知足”的信念、“永不满足”的渴求，努力

作为，回报社会。

营商环境优化，民企更受重视
全国人大代表、齐鲁制药集团总裁 李 燕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马文哲

唐波 山 东 省

科技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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