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央近期多次会议强调，

各地要提高认识， 加强组织

保障和监督问责， 切实抓好

政策落实。 必须高度重视中

小微企业当前面临的突出困

难， 采取精准有效措施大力

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最近， 国务院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 全国工商联等将到各地

了解基本经济制度的落实情

况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情况。

一些业内人士介绍， 中

小企业扶持优惠政策摸不到、

够不着、 看不见等问题， 主

要是一些地方对中小企业的

服务意识不到位。

有基层干部坦言， 服务

好一家大企业和服务好一家

中小企业， 时间、 精力成本

差不多， 但做好 １０家中小企

业带来的政绩， 却不如服务

好一家大型企业带来的 ＧＤＰ

更显眼。

此外， “支持中小企业

政策藏着掖着， 背后还是权

力思维在作祟。” 有受访企业

负责人说， 原本就应公平竞

争、 平等享受的扶持政策，

演变成看企业与相关职能部

门关系远近， 再选择是否告

知、 是否给予扶持， “就是

把公共政策变成部门或个人

的权力资源”。

湖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

所所长叶学平等专家表示，

应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优惠政

策落实的长效机制， 加强对

各地配套方案、 门槛设置等

情况的督导、 检查， 进一步

提升政策信息透明度， 让中

小企业能够通过政策释放活

力、 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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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不着、够不到、看不见……

一些地方中小企业

扶持优惠政策为何“空转”？

� � � �

近日， 党中央提出要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帮助民营经

济解决发展中的困难。 “新华视点” 记者调查发现， 近年来， 中央和地方

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 但部分中小企业反映，

在一些地方， 优惠政策因缺乏配套细则、 门槛过高等问题无法真正落地，

存在 “空转” 现象。

■

据新华社

� � � �雷鸣是湖北沙洋县一家回

收秸秆的再生资源加工厂负责

人， 每年秋天收购季节， 他都

为运秸秆的高成本发愁。

雷鸣说： “国家发改委等

部门在 ２０１５年就明确， 各地应

出台方便秸秆运输的政策措施，

提高秸秆运输效率。 生物质燃

料行业多数都是中小企业， 可

是， 相关 ‘绿色通道’ 政策盼

了好多年， 目前却只有个别省

份落实到位。”

雷鸣给记者算了笔账： 从

沙洋运输一车 ３０吨压缩秸秆到

广东汕头， 一车秸秆总运费为

１．６ 万元 。 高速公路里程在

１２００ 公里左右， 按每公里收费

１．５元保守估算， 光高速公路运

输费就要 １８００元， 仅此一项就

占运费总成本超过 １０％。

还有中小企业反映， 一些

优惠政策出台了， 但申请不到。

重庆一家从事 “互联网＋政务”

业务的科技企业负责人说， 市

里一个行政部门提供了 １８ 类扶

持的项目， 企业一一比对后发

现， 限制条件太多， 没有一项

可以享受到。 “这个扶持项目

原计划覆盖 ３００ 家企业， 实际

后来享受到的只有 ８０家。”

此外，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

题仍然突出。 审计署 ２０１８ 年第

二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

情况跟踪审计发现， 陕西省西

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行的小

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资金已发

放的委托贷款中， 有 ５１．９％共

计 ３．７５ 亿元发放给 ９ 家大中型

企业， 未能发挥支持小微企业

发展的作用。

相关“绿色通道”政策推出三年

只有个别地方落实

� � � �记者调查发现， 造成中小企

业优惠政策 “空转” 主要有以下

几个原因：

———缺乏执行细则或配套措

施， 造成政策看得见却 “摸不

着”。 重庆市委统战部近期调研

发现， 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 重庆市

出台上百个涉企扶持促进政策，

但一些民营企业反映获得感不

强， 主要是相关优惠政策重制定

轻落实。 有的政策针对性操作性

不强， 甚至出现部门之间政策

“打架” 现象； 有的政策仅仅是

为了完成上级任务， 简单复制上

级文件， 缺乏必要的细化执行方

案。

———政策门槛过高， 让企业

“够不着”。 湖北一家生物质燃料

企业负责人说， 近年来， 国家出

台了一些扶持生物质能源产业发

展的政策。 公司在向当地发改

委、 环保等部门申请优惠政策或

补贴资金时， 常被卡在 “在当地

拥有自有厂房和设备” 这条地方

制定的附加条件上。 企业资金紧

张， 租用厂房生产， 短期很难自

建厂房。 “就因这个条款， 企业

投产三年来， 除获得农机部门的

３ 万元政策补贴外， 其余优惠政

策都没能享受到。”

———政策透明度不高， 企业

“看不见”。 国家统计局常州调查

队的一项调查显示， ３０．８％的企

业认为优惠政策宣传不到位， 有

些企业不了解可以享受哪些优

惠。

重庆一家科技公司负责人表

示， 国家各项优惠政策尤其是各

地具体操作细则， 应通过官网等

公共信息平台进行公开， “但实

际操作中， 往往需要找熟人才能

了解到， 一般关系还不告诉你。”

缺配套、门槛高、透明度不高

服务意识亟待加强，

把政策藏着掖着是权力思维作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