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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之光照亮民营经济新征程
———民营经济促进法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
进法》 自今年 5 月 20 日起施行。

作为我国首部专门关于民营经
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 民营经济促
进法的制定出台是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生动实践，
充分彰显了党中央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的坚定决心。

连日来， 记者深入一些行业商
协会和民营企业调研， 深切感受到
这部法律带来的积极影响。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亲历
者和法治建设的见证者， 我有幸参
与并见证了民营经济促进法从提出
到征求意见、 审议通过的过程。” 对
于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 广东
省工商联主席、 研祥高科技控股集
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感到无比振奋。

陈志列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从 “三个没有变” 到 “民营企业和
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党中央
对民营经济的定位不断深化。 此次
民营经济促进法将一系列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的政策上升为法律规范 ，
实现了从 “政策输血” 到 “制度造
血” 的转变。

民营经济促进法共计 9 章 78
条， 创下了很多个“第一次”，如第一
次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法律，
第一次明确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第
一次在法律中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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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营经济促进法将 ‘两个毫不
动摇’ 写入法律， 法治的确定性让
广大民营企业家对未来有了更稳定
的预期， 也极大增强了发展信心和
安全感。” 中非民间商会会长、 新安
集团董事长吴严明对记者说。

“这部法律照亮了民营经济发展
的前行之路， 让我们看到了更加广
阔的发展前景。” 中国民间商会副会
长、 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说。

夏华感慨， 从最初的一家小型
服装企业， 到如今集服装产业、 产
业互联网、 文化创意、 医疗防护于
一体的集团化企业， 依文 31 年的发
展历程， 正是民营经济发展与国家
政策支持同频共振的生动写照。

围绕公平竞争、 投资融资促进、
科技创新等方面，民营经济促进法建
立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将党中央对民
营经济平等对待、平等保护的要求落
实下来，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
可预期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平等”“公平”“同等”，是贯穿民
营经济促进法条文的高频词。

“无论是本地企业还是外地企
业， 在这里参与招投标， 要求都是
一致的。” 深圳中瑞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项目经理田烈程谈起企业中标项
目、 位于浙江金华的东阳 351 国道

改造项目时说， 当地对招投标领域
的限制和壁垒进行了清理， 让外地
企业切实感受到了公平公正、 规范
高效、 阳光透明的营商环境。 “民
营经济促进法强化了公平竞争审查
的刚性约束， 为民营企业拓展市场
空间提供了保障。”

民营经济促进法中， 一系列支
持科技创新的条款， 也让民营企业
倍感振奋。

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认为 ，
民营经济促进法直击民营经济发展
的痛点、 难点问题， 专门把 “支持
民营经济组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 、
未来产业等领域投资和创业， 鼓励
开展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
“支持、 引导民营经济组织拓展国际
交流合作， 在海外依法合规开展投
资经营等活动” 等写入法律， 这将
极大鼓舞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
度， 依靠创新增强产品竞争力。

对此， 上海西井科技股份有限
公 司 董 事 长 谭 黎 敏 也 深 有 同 感 。
“我们深切感受到国家对民营企业推
进科技创新的支持。” 谭黎敏介绍，
近期国家层面打出政策 “组合拳”，
增加 3000 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
再贷款额度， 叠加出口信用保险支
持贸易高质量发展， 从资金上支持
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 为民营企业
出海保驾护航， 让企业更有信心推

进自动驾驶相关技术创新。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施行 ， 也让

置身复杂外部环境的外贸企业受到
鼓舞。

来自浙江金华永康的 “95 后 ”
王博文去年创立了保温杯品牌 “归
路客”， 通过跨境电商平台、 自建品
牌网站等渠道， 造型时尚的保温杯
迅速获得了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这部法律的施行让我们更加看
清前进的方向。 面对不确定性， 今
年我们会加快拓展市场、 提升产品
质量 ， 通过 ‘直播+平台+跨境电
商’ 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模式， 稳步
推进业务发展。” 王博文说。

“民营企业当前面临国际经贸壁
垒等多重压力， 但危与机始终同生
并存 。” 力方集团董事长程小波认
为， 通过法治化保障、 锚定核心技
术攻关、 深耕国内新消费场景， 民
企完全能在逆势中锻造韧性 ， 从
“被动应对” 转向 “主动破局”。

乘着新时代促进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东风， 以法治凝聚社会共
识， 以制度优化发展环境， 引导广
大民营企业心无旁骛谋发展， 坚定
办好自己的事， 民营经济必将迈上
更加广阔的发展舞台， 为中国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新华社北京 5 月 20 日电
记者 赵文君 周 圆 韩佳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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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载体。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
《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 为打造宜居、 韧性、 智慧城
市提供指引。

城市更新将聚焦哪些重点任务？ 下一步将如何协同推进、 加强
落实？ 20 日， 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有关部门负责人详细解答了
意见相关问题。

围绕人民关切， 意见部署了八个方面的主要任务： 加强既有建
筑改造利用，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 开展完整社区建设， 推
进老旧街区、 老旧厂区、 城中村等更新改造， 完善城市功能， 加强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 修复城市生态系统， 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
化。

“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性 、 系统性战略行
动。”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说， 意见部署推进好房子、 好
小区、 好社区、 好城区 “四好” 建设， 具有很强的系统性。 同时，
意见聚焦为民、 便民、 安民， 提出了很多务实举措， 以解决好群众
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创造更加安全舒适的居住条件、 更加方便高
效的公共服务和更加优美宜人的城市环境。

城市更新主体多元、 诉求多样， 需要建立健全适应城市更新的
实施机制。 秦海翔表示， 意见提出 “创新完善以需求为导向、 以项
目为牵引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 突出了三个特点： 抓体检， 建立
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的推进机制； 抓规划， 建立专项规划、
片区策划、 项目实施方案的规划实施体系； 抓落实， 建立城市更新
政策协同机制。

强有力的政策支撑保障， 是顺利推进城市更新的必要条件。 针
对城市更新常见的用地问题， 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说， 自然资
源部将总结推广正在开展的 43 个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经验，
进一步完善规划管控、 用途管制、 土地储备、 土地供应、 不动产登
记等全链条的政策机制， 出台更多实用有效的用地政策， 助力城市
更新行动。

“通过建立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 加强存量
资源资产调查， 摸清数量、 权属和利用情况， 并落实 ‘老城不能再
拆’ 的要求， 针对性开展城市内部自然和人文历史方面的空间要素
调查， 形成统一的底图底数。” 张兵说， 要在 “一张图” 上推动完
善调查、 登记、 权益、 规划、 用途管制、 执法督查等全生命周期管
理， 畅通部门间数据共享。

城市更新需要大量资金资源要素的投入， 如何保障？ 国家发展
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赵成峰表示，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稳步
有序推进城市更新重点工程实施 ， 持续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 。
2025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门设立城市更新专项， 支持城市更新相关
公益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在已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城中村改造等项目的基础上， 扩围支持城市危旧住房、 老旧街区 （厂区） 转型提质等工程。

“城市更新项目投资额较大， 单靠政府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建立多元化、 多层级
的资金投入机制。 要围绕完善投入机制、 提高投入效率， 调动各方力量积极参与。” 赵成峰
说。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说， 中央财政立足于探索新模式、 城市更新重点任务、 财
政金融政策协同等 “三个聚焦” 来支持城市更新。 积极探索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 全社会参
与的可持续城市更新投融资模式， 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 吸引社
会资本、 社区、 居民等各方面积极参与城市更新工作。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与风险监测司司长廖媛媛表示， 金融监管总局将研究出台专门的城市
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 明确贷款条件标准， 满足城市更新行动金融需求， 提高金融服务的
及时性和有效性。

“金融机构应该充分考虑城市更新项目特点， 在全面测算项目综合收益和风险基础上，
开展授信审批和风险管控， 做好专款专用和资金封闭管理。” 廖媛媛说。

意见是指导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纲领性文件。 秦海翔说， 在组织实施上， 意见提出 “坚
持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 充分考虑到地区之间、 城市之间的差异， 要科学合理确定城市更
新的重点任务， 细化实施路径， 完善工作方法， 按照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的原则， 有力有序
推进实施， 力戒形式主义， 杜绝 “面子工程” “形象工程”， 确保把实事办实、 好事办好。

（新华社北京 5 月 20 日电 记者 王优玲）

（上接一版）
5 月 20 日， 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

施行， 为促进民营经济持续、 健康、
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法治保障。

“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法治和
诚信建设， 民营经济促进法保障了民

营企业的各项权利，让我们对未来发
展更有信心。 ”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
荣程集团董事会主席张荣华说，“我
们将落实好总书记要求， 守法善经
营，加强风险防范，推动企业健康成
长。 ”

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学习教育，是今年党建工作的重点
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一体推
进学查改上下功夫，我们对关键点位
组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将坚持‘学

查改’一体、‘时度效’兼顾、‘废改立’
同步、‘风腐责’并重，高标准、高质量
推进各项任务，确保学有质量、查有
力度、改有成效。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
新区委书记吴军说。

（新华社北京 5 月 20 日电）

水利部部署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新华社北京 5 月 20 日电 （记

者 魏弘毅） 水利部 20 日召开会
商会 ， 分析研判近期雨情汛情形
势， 针对性安排部署强降雨防范应
对工作。

据预测 ， 5 月 21 日至 23 日 ，
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移

动性的较强降雨过程。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四川

东南部 、 重庆西部 、 贵州东南部 、
湖南中部东部、 湖北东部、 江西中
部北部、 浙江西部北部、 福建西北
部、 广西西部北部、 内蒙古中南部
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

受降雨影响， 长江上中游干流
及洞庭湖水系、 鄱阳湖水系， 黄河
中游支流大黑河 ， 西江支流柳江 、
郁江、 桂江及北江支流连江， 太湖
及周边河网、 浙江钱塘江、 福建闽
江等主要江河将出现涨水过程， 暴
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

洪水。
针对可能出现的汛情， 水利部

向相关省份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
构发出通知 ， 要求落实防御责任 、
落细防御措施， 全力做好本轮强降
雨防范应对、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