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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4_A7_E4_BA_A7_E4_c31_551641.htm 在3月3日召开的全

国两会上，包括钢铁、汽车、纺织、装备制造、船舶工业、

轻工业、石化、电子信息业、有色金属和物流业十大产业调

整振兴规划成为代表和媒体热议的关键词。 国家发改委张平

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下简称“工信部”)李毅中部长被记

者围堵时，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也是被问及最多的一个问题。 

“十大产业”入围始末 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出台，首先出

于经济全局的需要。 从2008年6月开始，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

经济的影响从沿海迅速传递到内地，工业增长速度急剧下滑

。 据工信部提供的资料显示，2008年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为16%，第三季度回落到13%，四季度回

落到6.4%，11月份降到5.4%的全年最低水平。 去年6月份以来

，总理温家宝等国务院领导多次到全国各地进行调研，结果

发现，中国经历的这场经济危机，“重点在工业，难点在企

业”。 2008年11月26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第37次常务会议

，部署解决企业困难促进经济发展六项措施，首要措施就是

大力支持重点产业发展，抓紧制定实施钢铁、汽车、造船、

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等重点

产业调整振兴规划。 《中国新闻周刊》获悉，在这次会议前

后，中央领导已经分行业召开五次座谈会，听取了十个行业

针对当前困难情况的工作汇报。 按照金融危机波及和传播的

行业影响顺序，首先是关于轻工和纺织品行业的情况汇报，

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张德江听取；之后的四次汇报由张



德江副总理主持听取，包括有色金属、钢铁、汽车、石化、

船舶、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和乳制品等行业。 这十个行业

的汇报内容，与后来制定的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基本重合

。 乳制品行业是个特例。 受2008年9月份爆发的“三鹿奶粉

”事件影响，中国2008年10月乳制品出口数量锐减9成以上，

其中奶粉更是下降了99.2%。 虽然国务院听取了乳制品行业情

况的汇报，但最终，乳制品行业作为食品行业的一部分被归

入轻工行业调整振兴规划中。 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最后一

席，为何最后敲定物流业？ “九大行业振兴规划，都将发展

行业自身相关物流业作为解困之策，物流是这些产业跟国内

外市场相连的重要载体，与九大产业直接相关。 作为九大行

业振兴规划的自然延伸，物流业最后列入其中。 ”国家发改

委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如是说。 前述国务院第37次常

务会议要求，由国家发改委任组长、工信部任副组长，会同

财政部、商务部等14个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完成九个重点

行业振兴规划的制定工作，并确保九大重点行业的调整振兴

规划，在2008年底前上报国务院审批。 十大行业中的前九大

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从经济总量看

，2007年九大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接

近80%，占GDP的比重达到1/3；从财政贡献看，2007年全国

税收收入4.56万亿元，其中九大产业规模以上企业上缴税金达

到1.7万亿元，约占37%。 对这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国社科

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这项政策是中央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具体

体现。 从2008年年初的“双防”(防通胀和经济过热)到年中

的“一保一控”(保增长和控通胀)，再到9月份的“全力保经



济增长”，之后是11月28日中央明确提出了“保增长、扩内

需、调结构”的口号，表明了中央在应对金融危机的积极转

向。 参与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前述官员表示，十大产业振兴

规划在上报给国务院时，就已经“五脏俱全”，每一个规

划20至30页左右，都有当前的情况和遇到的困难、调整振兴

任务、目标，原则、措施等诸多内容。 每个规划又均确定了

一些相应的项目和支持政策，并对应着相应的负责单位组织

实施，内容十分具体。 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之所以“国务

院原则通过”，而非公布详细的规划细节，是因为有关各部

门要对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要求修改的内容继续完善。 另外，

因推出的产业政策涉及多个部门，相关政策在进一步的测算

和协商中，待3月中旬完善后，相继推出。 技术改造资金“

四两拨千斤” 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

中央政府究竟能够拿出多少真金白银，用来支持这些行业的

振兴与发展，并用国家财政的钱，起到拉动其他社会资本进

入的“杠杆”效果。 此次“两会”上，总理温家宝所作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表示要做好“家电下乡”“农机下乡”

“汽车、摩托车下乡”等工作，把中央财政的400亿元补贴资

金用好用活，使企业增加销售、农民得到实惠。 据本刊了解

，这400亿元补贴资金，家电下乡将拿到200多亿，汽车摩托

车有50亿，农机下乡约为130亿左右。 另外，政府工作报告中

还提到，中央财政拟安排200亿元专项资金，主要用贴息方式

支持企业技术改造。 “事实证明，这种贴息带动效果非常明

显。 ”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在3月10日的“两会”答记者问上表

示。 比如，从1998年到2003年，国家拿出355亿技术改造贴息

贷款，结果拉动了4300亿的技术改造资金，拉动比是12.6倍。



现在的拉动比至少在20倍以上。 而此次地方加入技术改造贴

息大概也有接近200亿，按20倍的拉动比计算，数字相当可观

。 除了一些资金的直接支持，还有税收减免政策，直接为企

业减轻负担。 比如，国家提高了部分行业的出口退税。 

从2001年至2008年以来，纺织业创造的贸易顺差占全国贸易

顺差的83%，为使出口降温，减少贸易顺差，国家数次调整

出口退税，由17% 下调至2008年的11%。 至去年6月以后，出

口大幅减少，国家四次提高轻工和纺织品的出口退税，

由11%提高至15%，而出口退税每上调一个百分点，就将增

加40亿元以上的人民币利润。 “单就这一项，纺织行业受益

就应在280亿(以全年来看)。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朱

宏任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还有，自今年1月1日起，

在全国所有地区和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 相关部门预计

，明年这项改革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233亿元。 工业增加值

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接近80%的九大产业，自然是受益

主体。 除此之外，产业振兴规划还对符合产业政策的部分项

目给予信贷倾斜。 比如，国家支持重点汽车企业发展汽车现

代服务业，完善汽车消费信贷；国家鼓励商业银行为轻工纺

织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等，3月中旬后推出的产业振兴规划将

最终见分晓。 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

出台的另一意图，是增强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在本轮金融危

机的冲击下，中小企业受创伤最重。 据本刊了解，截至2008

年12月底，广东有15661家中小企业倒闭，数量较去年翻了一

倍。 而中小企业较集中的轻工业和纺织业，就业人数分别

在3000万和2000万人左右。 农民工占到了纺织行业就业人数

的80%左右。 中小企业普遍反映的困难就是融资难。 工信部



成立以后，国家把服务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职能划归该部。 

在这次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中，中小企业融资难将被重点考虑

。 据本刊了解，国家要求部分商业银行专门设立中小企业贷

款的事业部，加强对中小企业贷款的考核、贷款风险的防范

，给予一定程度的放宽。 另外，对市场比较好，暂时遇到资

金困难的中小企业，给予原有贷款的减息或减免。 点击我试

试看！ 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在3月10日的“两会”的记者会上表

示，中央财政新增加10个亿，再加上地方自筹资金，加快建

立中小企业的担保机构。 目前10亿元资金已经分配到330个担

保机构，将为4万户中小企业提供2500亿的贷款。 “希望今年

对中小企业贷款能够搞到6000亿以上。 ”李毅中说，另外，

据他介绍，各地地方政府、省级政府还为地县担保机构建立

了再担保机构，这样就放大了担保功能，增加了贷款额度。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由去年的39亿，增加到今年的96亿。 目前，财政部、工信部

、科技部、商务部等将成立部际协调，尽快分配运用好这笔

基金。 前述200亿的技术改造贴息贷款，也将向中小企业倾斜

，特别是在轻工、纺织、电子信息的中小企业。 中国社科院

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则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

个世界性的难题，利用行政力量让国有大银行贷款给小银行

并非良策，解决之路还是发展社区银行和中小金融机构。 振

兴规划要防止“国进民退” 一个问题是，由行政主导的十大

产业振兴规划都有兼并重组的内容，会不会造成新一轮“国

进民退”？ “在政府作用下，这种兼并重组的结果，总是国

有兼并民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郭

砺宏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表示。 他担心，此次产业振兴



规划的实施，又成为新一轮“国进民退”的号角。 去年11月

，在国务院出台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明确表示取消对商

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同时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等

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 据业内人士解读，所谓对兼并重组的

信贷支持，即指向并购贷款。 2008年12月9日，中国银监会发

布《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正式对并购贷款开

闸。 多位业界专家认为，并购贷款的应用范围有限，最有可

能的仍是集中用于国有大型企业的兼并重组。 实际上，学界

的这种担心，随着产业振兴规划的全面推出也在日渐升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

近日做客新华网时表示，十大产业要振兴，必须要建立在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基础性作用基础上，破除垄断，

防止在产业振兴规划中出现新的“国进民退”。 工信部运行

监测协调局局长朱宏任说，对于振兴规划中的“兼并重组”

，要重点说明：第一，重组不是国家行为，只有企业才是兼

并重组的主体；第二，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定规则和

对产业进行规范和引导上。 朱宏任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

，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是市场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微

观基础，支持各个行业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也是规划中的一

个重要方面，与兼并重组并不矛盾。 欢迎进入：2009年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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