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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读懂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含金量”？
《人民日报》记者 张 璁

5月20日起，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

施行。作为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

发展的基础性法律，民营经济促进法

把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平等对待、平

等保护的要求用法律制度落实下来，

其制定出台是民营经济发展的一块里

程碑。

读懂这部法律的“含金量”，可以

先看看其创下的众多“第一次”——

第一次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

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写入法律；第一

次明确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第一次

明确规定“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

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长期坚持的重大

方针政策”；等等。

这些“第一次”分量有多重？

占企业总量超九成，对进出口和

税收的贡献达到五成以上，对城镇就

业的贡献达到八成以上……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创造“两大奇迹”，民营经济

功不可没。同时，受内外因素交织影

响，当前民营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困

难和挑战，甚至有段时间，社会上还有

些诸如“民营经济离场论”的奇谈怪

论，混淆视听、干扰信心。

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

方针政策，不能变，也不会变。制定出

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充分彰显党中央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坚定决心，

可以说是民营企业安心谋发展的“定

心丸”。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含金量”，还

体现在现实针对性上。

“开门立法”。多次专门听取民营

企业代表及有关方面意见，两次向社

会公开草案征求意见，对各方意见建

议逐条分析吸纳。别看有的条文笔墨

不多，却是广大民企心声的高度凝

练。经反复研究讨论，立法最终凝聚

了共识，聚焦在公平竞争、投资融资促

进、权益保护等内容上。

比如民营企业非常关心公平竞争

问题，法律为此专辟一章，其中写入了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保障“非禁即

入”；也规定国家保障民营经济组织依

法平等使用各类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

资源，做到一视同仁。

又比如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法律规定“督促引导金融机构合理

设置不良贷款容忍度”，提高银行放贷

积极性，又以“建立健全尽职免责机

制”，解决基层人员“不敢贷”问题。

再比如权益保护方面，一条治理

“背靠背”条款的规定，直指一些大企

业转嫁风险、拖欠账款的不合理现

象，明确“不得以收到第三方付款作

为向中小民营经济组织支付账款的

条件”。

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狠抓落

实，立法的“含金量”才能变成稳定的

预期、发展的信心。

谈到落实，不妨来看看已经摸索

出的一些好做法。

拿法律规定的“建立畅通有效的

政企沟通机制”来说，不少地方都有政

企早餐会，主角不是领导，而是民营企

业家。面对面时，听到的是企业的真

实声音，解决的是企业的实际问题，构

建的是亲清政商关系。

此次立法，许多实践中行之有效

的经验做法上升为法律制度，有力保

障这些改革成果的持续巩固。

如今，民营经济促进法已明确了

基本制度框架，相关规定的“立改废

释”会提上日程，该完善就完善，该清

理就清理。各项支持保障举措也将落

实落细，让法治成为最好的营商环境。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守法经营是

长远发展之道。市场经济是法治经

济，依法保护的是合法权益，不会搞

“法外开恩”。同时一旦权利受到侵

害，比如面对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

乱查封等执法乱象，也要积极拿起法

律武器，法律会给民营企业和民营企

业家撑腰。

期待诚意满满的民营经济促进法

扎扎实实落地见效。过几年回头再

看，相信这部法律的“含金量”会愈显

成色十足。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5 月

22日 第07版）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10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

公开通报。有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

不加论证盲目引进打着生态发展等旗

号的“特色小镇”项目，因脱离当地发

展实际，项目大面积烂尾；有的搞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在政务服务、信息化

建设等方面不作为、乱作为，造成资金

浪费，加重基层负担……从这些案例

来看，形式主义花样虽多，但实质都是

“假大空”，脱离客观实际，用轰轰烈烈

的形式代替扎扎实实的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始终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决反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凝心聚力促发

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只

有坚决纠治形式主义问题，才能以好

作风好形象创造新伟业。

从哲学上讲，形式是内容的存在

和表现方式，任何事物、任何工作等都

要通过一定形式来体现其内容。但如

果只注重形式，把形式当作目的或坚

持形式优先的取向和行为方式，而缺

少质和实，这就割裂了形式与内容的

辩证统一关系，变成了形式主义。形

式主义偏离客观规律，脱离事物本质，

将事物按照个人目的进行功利化“打

扮”，其结果一定会“谬以千里”。形

式主义害死人，这话一点不假，其根本

原因在于净搞些虚头巴脑的事却不干

正事，只有唱功没有做功。再多的形

式主义，在实事求是、真抓实干面前都

不堪一击，可以说，一百个花样抵不上

一个真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对形式主

义，要着重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改进学风文风会风，改

进工作作风，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担

当、敢于坚持原则，真正把心思用在干

事业上，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

办实事、求实效上。”我国古人说，“虚

与实之分，祸与福之纽也”。凡事成于

真、兴于实，而败于虚、毁于假。在改

革发展和为民服务实践中，形式主义

是大敌，这不仅仅是工作态度、工作方

法问题，而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成败

的作风问题。

成就每一项事业，无论大小难易，

都离不开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全国

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爱往基层跑，把

县里数十个部门负责人包括他自己的

电话号码印在大牌子上，立在主干道

旁，为的是改变投资环境，造福一方百

姓；贵州晴隆县委原书记姜仕坤坚信

“干部干部，就是要先干一步”，6年间

行程60万公里，磨穿了鞋底，跑白了头

发，换来了当地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

放弃大城市发展机会的黄文秀，毅然

回到家乡投身脱贫攻坚事业，与村民

同劳动、聊家常，四处找资金、请专家，

以产业发展带动乡亲们脱贫致富……

新时代以来，无数党员、干部坚持“实”

字当头、“干”字为先，以实实在在的业

绩赢得了老百姓的好口碑。在他们身

上，看不到夸夸其谈、形式主义那一

套，看到的是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工

作作风，感受到的是深入一线、走近群

众的为民情怀。实践充分证明，优秀

的共产党人，无一不是“实”的笃行者。

南宋哲学家陆九渊说：“千虚不博

一实。吾平生学问无他，只是一实。”

为学如此，干事亦应如此。每项工作

的完成、每个目标的实现，都不可能靠

搞形式主义，非苦干实干不可。当前，

我们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

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事

业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成果，群众要的

是真真切切的获得感。抓工作、出政

绩，抓改革、促发展，关键都在“实”。

广大党员、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必

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把群众利益置于

首位，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不图虚

名、不务虚功，脚踏实地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求真

务实的作风克服形式主义顽疾，为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

05月22日 第09版）

着重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
□陈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