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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看 点

全国政协常委万季飞在两会期间接受本报专访

民营企业“走出去”：缺人才 少平台
■ 本报记者 徐 淼

在中国经济发展舞台上，民营企业的

角色日渐重要，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

不断加深，民营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已经吹

响征战国际市场的号角，成为中国企业“走

出去”的生力军。今年两会期间，民营企业

“走出去”话题热度不减。无论是从金融支

持的角度，还是从减免调整企业赋税的角

度，代表委员们千方百计为民营企业“ 代

言”，希望为其营造更好的生存发展环境，

助其扬帆远航、走向国际市场。

3 月 10 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贸促会

会长万季飞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这位“老贸促人”耐心地与记者分享了民营

企业“走出去”的实践案例，并深有感触地

表示，民营企业“走出去”虽然会遇到困难，

但困难并非无法解决，民营企业有能力接

受国际市场的挑战。

3 月 11 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

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万季飞再次当

选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民企不惧全球风浪

有企业家曾提出这样一个疑问：“ 如

果把中国民营企业比作大鹏，那么，它的

翅膀硬了吗？”当时，世界经济全球化风头

正盛，“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成为吸引中国

企业“ 走出去”的诱因之一，但是，民营企

业能否很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还是一

个疑问。

时过境迁，事实一再证明，作为中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源泉，民营经济在

“走出去”过程中丝毫不逊色于其他经济形

式。据统计，中国非金融领域海外投资中，

民营企业占比已达到 40%。由于船小好调

头，民营企业在“走出去”时表现出了更大

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

万季飞表示，民营企业“走出去”，一方

面是出于企业自身跨国经营的意愿，希望

借此扩大经营和占据市场份额；另一方面，

对国家经济发展来说，民营企业“走出去”

极大地扩展了对外贸易和合作的范围。“这

是一件既有利于企业自身也有利于国家的

好事。”他说。

风险很多 支持尚少

尽管已经有一批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发

挥自身优势，走出国门闯下一片天，但需要

注意的是，在国际化道路上，民营企业只是

借势得力，取得了很好的开局。可就整体

而 言，民 营 企 业“ 走 出 去”还 处 在 初 级 阶

段。“现在，民营企业‘走出去’遇到的困难

可不少。”万季飞说。

随着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速，

海外投资合作的风险不可避免地在增加。

万季飞认为，民营企业“走出去”首先要面

对的是风险问题。他把民营企业“走出去”

所面临的风险具体划为政治风险、市场法

律风险、项目评估风险 3 个种类。“在海外市

场，企业并不能完全照搬在国内市场打拼

的经验，有时需要按照当地的规则和法律

来办事。”万季飞说。

同时，万季飞认为，在融资方面，很多

已经“走出去”和正待“走出去”的民营企业

都急需得到相关支持。

据记者了解，多数民营企业在境外市

场获得的认知度并不高，难以得到当地金

融机构的青睐，所以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成

本增加。万季飞还指出，特别是在进行一

些资金需求比较大的项目以及收购、并购

国外企业时，民营企业急需在金融方面得

到支持。“现在，中国企业面对的融资审批

程序相对繁琐。对于民营企业来讲，相关

手续应该予以简化。”他说。

找的是人才 要的是平台

如 果 说 资 金 和 风 险 是 阻 碍 民 营 企 业

“走出去”的闸门，那么人才就是打开这些

门的钥匙，但现在，民营企业缺的就是这把

钥匙。

在采访中，万季飞反复强调人才对于

民营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性。他指出，民

营企业十分缺乏掌握外语、熟悉国际规则

和海外市场、善于帮助企业在全球市场进

行运作的复合型国际经营人才。

有报道显示，不少中国公司在美国的

投资受阻，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们一

开始并没有请到顶级的人才为他们的境外

投资项目服务。大型企业尚要为缺少人才

“挠头”，何况整体规模相对“浓缩”的民营

企业？

民营企业求贤若渴，万季飞疾呼各方

能够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如果人才供给方

面能够得到保障，我认为，之前提到的风险

都能有效避免。”他说。

当然，除了人才之外，民营企业也在不

断寻找着“ 走出去”的平台。在采访的最

后，万季飞特别提到了已经成功举办了 6 届

的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他认为，民

营企业“走出去”往往还会因有心气、没途

径而烦恼，而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恰

恰为民营企业出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

台。“政商学各界人士汇集于此，国内的企

业通过这一专业平台结识了众多国外企业

和投资促进机构，达成了诸多合作的意向，

对促进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万季飞说。

宽轨铁路引入兰州

搭建向西开放战略大舞台
详细报道见第 13 版

科学发展

中国经济前景依然光明
详细报道见第 3 版

■ 本报记者 王惠兵

3 月的北京初暖乍寒，上任不久的中共福

建省委书记尤权第一次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

份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谈起福建

的发展，这位外表儒雅的省委书记信心满满。

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以丘陵

地态为主，山海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多年保持

全国首位，全省 23 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达到或超

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12 条主要水系

水质状况良好。在今年雾霾频袭国内大部分地

区时，福建生态环境优美，成为人们羡慕赞美的

地方，甚至出现了去福建“空气游”的说法。

尤权书记到福建后，把继续加强福建生态

建设作为重要执政理念。上任伊始，他就和省

长苏树林来到历史上水土流失严重的长汀县，

要求长汀的干部群众继续打好防治水土流失攻

坚战。他走访生态环境良好的南平市，对当地

领导干部说：“绿色生态是我们的最大特色，是

最宝贵资源，一定要加倍爱护。绿色发展要与

城镇化、产业化很好地结合起来，让绿色成为经

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他认为，人民群众对生

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共享发展的“绿色福

利”成为群众呼声，这些都促使省委、省政府持

续深入地把生态省的建设抓下去。

福建在生态省的建设过程中积累了许多

经验，从前任省长习近平到前任书记孙春兰再

到新任书记尤权，都有一个明确的执政理念：

进一步夯实福建生态省建设的基础，进一步拓

展领域、深化内涵，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

展、低碳发展，加快形成有利于人和自然和谐

共处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体制机制。

福建生态文明建设虽然有较好的基础，也

面临较大挑战，全省水土流失面积达到 1800

万亩，约占全省土地的 10%，雨多就涝，雨少就

旱的现象比较突出。

尤权书记十分重视福建长汀县治理水土流

失的经验，坚持推行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

要求在财政资金使用上“以奖代补”，实行领导

干部“一岗双责”制度。在经济加快发展过程

中，福建省要突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导向，加

快培育循环经济和节能环保产业，严格控制高

耗能高排放行业发展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实行

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和耕地保护制度。

尤权书记向记者介绍，他心中有一幅福建

“绿色发展”的蓝图：2015 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要

达到 65.5%（2012 年已达到 63.1%）。前不久召

开的福建省委常委会会议决定，治理水土流失

的任务从原定的 200 万亩提高到 400 万亩。

尤权书记认为，要建立一套相应的干部考

核评价机制，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

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

文明建设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

形成正确的政绩导向。

让“美丽福建”更美丽
——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尤权

资料图片

写在后面：

“走西口”的机会

在采访过程中，万季飞还特别提到了

未来中国经贸的发展机会和大方向。他

认为：“在西边”。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

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但这些成就主要集

中在沿海地区。从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来

看，特别是美国重返亚太、欧洲债务危机

等，令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经济交流合

作受到一些影响，而‘西边’却是一片非常

广阔的天地。”万季飞认为，“我们与俄罗

斯、中亚、中东欧、西欧国家等的交往历久

弥新，经济合作互补性强且交通便利，双方

都有进一步发展经贸关系的需求。”

据万季飞介绍，以往，中东欧国家更

加看重与西欧的经贸往来，但自从欧债危

机蔓延并恶化以后，这些国家开始将发展

的 目 光 转 移 到 了 与 中 国 的 经 贸 合 作 上。

“ 最近，我参与了不少与俄罗斯、中亚国

家、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贸易交流活动，尤

其是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个区域开

展了一些经贸对话和交流。我觉得这个

区域潜力很大，前景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