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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服务，用好“赋能之手”

李浩燃

——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①

企业的“病症”或许各异，但

“病理”往往有共性。这就要求有

关部门善于找规律，通过办好一件

事解决一类事，确保政策红利能直

达快享

德国，慕尼黑。2025 年欧洲智慧能

源展上，宁德时代发布全球首款可量产

的9兆瓦时超大容量储能系统解决方案，

引发关注。

如今，全球每销售3辆新能源车，就

有1辆搭载宁德时代的电池。看2024年

全球市场储能出货排行榜，宁德时代以

绝对优势领先。

何以成就“宁德时代”？从爬坡过坎

到站在聚光灯下，企业能心无旁骛干实

业、谋创新，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

践行“四下基层”，组建重点服务专班

和工作组，有力保障项目所需要素资源；

绘制“招商地图”，做好产业配套，推动建

成正负极材料及电解液生产基地；出台

“锂电七条”等政策，上线企业服务平台，

实现涉企问题联动处置、闭环管理……细

处发力、汇聚合力，福建宁德为企业减负

添力，也收获产业发展红利。

我国民营企业实力与日俱增、创

新活力涌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超 80%；世

界 500 强 中 ，我 国 民 营 企 业 数 量 从

2018 年的 28 家增加到 34 家。但在发

展过程中，民营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

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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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

对性地加强和优化服务，扎扎实实解决

问题，才能更好为企业保驾护航。

精准服务的前提是摸清需求。河北

泊头市，一家知名汽车模具生产企业有

投资意向，却对政策了解不足。企业相

关负责人扫描二维码，进入“码上联”应

用场景，尝试咨询。第二天泊头市工商

联就打来电话解答，后续还派专人上门，

企业的政策盲区被快速消除。通过推出

“码上诉”“码上联”“码上减”“码上融”应

用场景，当地以小小二维码精细施策，打

造为企服务新生态。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建立

畅通有效的政企沟通机制，及时听取包

括民营经济组织在内各类经济组织的意

见建议，解决其反映的合理问题。”民营

经济促进法的相关条文，要求我们必须

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注重听取企业

意见、回应企业关切。

企业面对的挑战是复杂的，企业诉

求也是多元的，如何使惠企纾困政策举

措覆盖面更广、企业获得感更强？这就

要求相关部门下足“绣花功夫”，找准

“小切口”，精准发力，让“有形之手”成为

“赋能之手”。

比如，因地制宜加力扩围实施“两

新”政策，将真金白银的投入转化为实实

在在的节支降耗。再比如，在完善“一网

通办”上加把劲，落实《关于全面推行以

专项信用报告替代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

明的通知》，真正实现“一份报告替代一

摞证明”。企业的“病症”或许各异，但

“病理”往往有共性。这就要求有关部门

善于找规律，通过办好一件事解决一类

事，确保政策红利能直达快享。

统筹“当下改”与“长久立”，注重建

章立制，才能真正稳预期。通过大数据

比对，将经营主体自动移出异常名录，

“无感”实现信用修复，北京今年一季度

助力6万户企业重塑良好信用。以往成

本数万元、耗时数周，如今“一键生成”，

四川成都推出智能服务，企业仅需通过

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系统补充完善必要

信息，即可生成符合规范的“一厂一策”

方案。用创新的办法、完善的机制破解

发展中的难题，潜力还很大。

阳光雨露，滋养万物生长。今年一

季度，全国新设民营企业 197.9 万户，同

比增长7.1%，超过过去3年平均增速。不

止步、不停歇、不松劲，做好精准服务文

章，扎扎实实减轻企业负担，助力民营企

业轻装上阵、搏击长空，中国经济巨轮将

迸发更澎湃的前进动能。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6 月 06

日 第05版）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前不

久，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本版今起推出系列评

论，和读者一起学习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更好凝聚众智众力，推动破除发展梗

阻、解决“急难愁盼”，助力民营经济千帆竞发。

——编者

市场经济，很大程度也是预期经

济。如何理解“稳预期”？

从经营主体的直观感受里，可以一

探究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

法》正式施行，安徽合肥一家电子电器集

团公司的负责人表示，“让我们能心无旁

骛地专注于企业的经营与发展”；在浙江

义乌商贸城奋斗近20年的经销商感慨，

“得使劲干，有规划地干、有方向地干，一

年要比一年干得好。”

市场预期是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因

素。在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

会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多

措并举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

有效稳住经济基本盘”的重要要求，“稳

预期”是其中一个关键方面。有好的预

期，投资者才会敢于投资、经营者才会扩

大生产、消费者才会愿意消费。特别是

在当前不确定性增强的外部环境下，预

期稳，经济运行才稳。

稳预期的本质是稳信心，信心不会

凭空产生，体现在宏观调控效能，发轫于

政策制定实施的方方面面。这就要求，

在宏观经济治理中，必须注重预期管理

和引导，提高政策前瞻性、针对性、有效

性，实现稳预期、强信心与稳经济的相互

促进、良性循环。

在关键时候早出手、快出手，是加强

预期管理和引导的一个重要方面。

4 月初，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

我国资本市场面临较大压力，中国人

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国资委、外汇

局等释放强有力政策信号，中央汇金

公司果断出手，全国社保基金、证券基

金机构、银行保险机构以及各类投资

者积极投入……我们从政策对冲、资金

对冲、预期对冲等方面推出一揽子政策，

风雨同舟浪自平。

见微知著是能力，因时应势显水

平。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出

台实施政策要能早则早、宁早勿晚，与

各种不确定性抢时间，看准了就一次性

给足，提高政策实效。”结合形势变化，

及时推出有力有效的政策举措，就能对

预期形成积极影响，凝聚起应对风险挑

战的合力。

政策相互配合，才能更好发力见

效。稳预期，必须加强政策协同。梳理

去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举措，虽然

一些做法过去也有，但为什么这次效果

格外明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打好了政

策“组合拳”，让市场更有获得感。

以“两新”政策为例。从家电下乡，

到汽车下乡，再到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

不只聚焦汽车家电、家装厨卫等传统领

域，还激活了许多新需求；不是消费端的

“单兵突进”，而是产供销、上下游共同发

力。由此，“两新”政策持续显效，激活消

费潜力、拉动投资增长。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多维多元的复

杂系统。坚持系统集成、协同配合，增强

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增强协同联动，避

免“打架”，宏观政策的倍增效应、叠加效

应、乘数效应就会充分显现。

重大战略、关键改革对稳预期有着

重要作用。稳预期，还要把握好改革深

化与预期强化的内在关联。

比如营商环境。有人如此描述浙江

杭州的营商环境：“公司整个入驻过程、

补贴申请过程，没吃过一顿饭，没喝过一

顿酒，没送过一根烟”“事办完，政府部门

的人就消失”。剖析“杭州六小龙”的案

例会发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优质

营商环境，正是企业茁壮成长不可或缺

的因素。

又如入境消费。从“中国游”到“中

国购”，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带着空箱子

“扫货”、掀起反向“代购潮”。这离不开

过境免签外国人在境内停留时间延长、

“即买即退”服务措施推广至全国等改革

举措的推行。

加快重大战略和改革举措落实落

地，打通堵点，消除痛点，营造良好发展

环境，增强市场预期，就能助力改革红利

转化为发展红利。

从准确识变的智慧，到科学应变的

能力，再到主动求变的勇气，我们有坚实

的基础实现稳定发展，也有充足的动力

破浪前行。只要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

事，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就一

定能“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

中谋求我国发展”。

（本系列评论到此结束）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5 月 22

日 第05版）

稳预期，科学应变强信心
——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④

盛玉雷

在宏观经济治理中，必须注重

预期管理和引导，提高政策前瞻

性、针对性、有效性，实现稳预期、

强信心与稳经济的相互促进、良性

循环

重大战略、关键改革对稳预期

有着重要作用。稳预期，还要把握

好改革深化与预期强化的内在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