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不容忽视的是，海归创办企业存在较明显的“三三现象”：三分之一有较大发展，

三分之一勉强维持生存，三分之一处于破产或半破产状态

■ 部分地方扶助海归创新创业不够切合实际，对成功者给予掌声鲜花，对失败者

关注不够，很多原有优惠政策措施也不再给予或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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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年来，我和我的企
业一直深耕信息化创新产
业。近年来，尽管国产品牌在
信息产业中的比重越来越
大， 但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来看， 我国信息产业仍然面
临“缺芯少魂”的严峻挑战。

我认为，在信创（信息技
术应用创新）产业，一定要激
发国企与民企融合发展的创
新活力， 在优化资源配置上
下功夫， 用制度来盘活资
源、提高效能，在强化激励
创新机制上出实招。 抓住了
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抓
住了创新，就抓住了夯实自
身“护城河”的“牛鼻子”。 可
以说，中国企业的发展壮大，

其中重要的制胜法宝就是依
靠创新。

从国家层面看， 可以从
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做起，

给予高科技企业更多税收优
惠和政策便利， 注重推动技
术人才国际化流动， 在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给予更
多鼓励支持。作为企业自身，

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创新
力量，加强自我发力，努力让
民营企业成为创新舞台上的
主角， 主动承担起技术创新
的责任，同时加强与政府、科
研、学界之间的合作，共同推
动科技创新与发展。 民营企
业的创新应该紧跟市场需
求，解决行业痛点，驱动产业
转型升级。

中国信创产业化发展还
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 还有
很多难题和瓶颈要攻克，要
安全可靠地有序推进， 只有
依靠众多国内企业共同参
与， 才能形成具有核心优势
的产业联盟。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整理）

海归创业 “三三”明显
沈敏委员：从四个方面解决难题

    疫情到底什么时候能

彻底结束？ 两会上，全国政
协委员、 复旦大学上海医

学院副院长吴凡常常会被
问及这个问题。 她的回答

是： 随着国外疫情趋缓，外
防输入的压力会减下来，但

国内的常态化防疫举措不

会停下，大家还要做好日常
防疫措施。无独有偶，在沪

全国政协委员朱同玉，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始终奔波在防控一线，也
会经常被问到类似问题，

他的答案是，“宁可备而
不用，不能用而无备。 ”

当前，疫情呈现复杂演
变态势。但我们并不需要恐

慌，正如钟南山所说，虽然
无法根除这种疾病，但是基

本上是可以控制的，“一年
以后的情况会比现在好。 ”

疫情防控是科学、精
准、循证的，战胜疫情不仅仅靠奋

战一线的部门，还包括普通市民的
参与。公众配合好疫情防控措施的

落实，成效都会比较好。 最新发布
的上海市民健康素养显示， 市民传

染病防治素养水平增幅最大。 战胜
疫情，没你不行。 市民有知识、有素

养、肯配合，让城市的精准防控成绩
更亮眼。 依靠广大民众对病毒的警

觉之心，依靠大家坚持戴口罩、勤洗

手与保持社交距离的 “三件套”；依
靠民众一旦有症状快速就医，我们

有信心筑起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今年全国两会适逢春暖花

开，挡不住的春意，亦如我们的希
望。 恰如吴凡委员所说，“没有了

去年的忧心和沉重， 更多的是信
心和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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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一条“为缩小贫富差距

可考虑开征遗产税”的代表建议
冲上微博热搜，引发网友争议。记

者就此专访全国人大代表、上海
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

长刘小兵。他表示，目的是好的，
但征税并非万能手段。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
经委委员、中国税务学会会长汪

康建议，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

重，提高居民消费指数在 GDP中
的比重。进一步提高离退休人员

待遇，加大对困难群体的扶持力

度。将幼儿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建议为缩小贫富差距可考虑开征

遗产税等措施。

刘小兵认为，要实现收入分
配结构的合理性有很多手段，不

一定是征遗产税，而是要改善低
收入阶层的生存环境，让他们有

更多的机会往上走，增加他们就
业的机会，增加他们增长技能的

机会，给他们更多流动的机会，让

他们经过自己的奋斗来改变贫富
差距。另外，征了遗产税，不一定

能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解决贫富

差距的问题，要先搞清收入分配
差距是怎么形成的，原因有很多，

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制度性的、
有政策性的，要针对原因找对策，

不能把征税看作是万能的手段。”
刘小兵强调。

至于幼儿园是否要纳入义务
教育的问题，刘小兵表示，很多东

西要不要纳入财政买单，要看受
益面，如果只有部分人受益要谨

慎，要看国家的财力，要分清轻重

缓急。 本报记者 屠瑜

代表建议开征遗产税缩小贫富差距引争议

专家：目的虽好，但征税非万能手段

    昨天举行的全国政协十

三届四次会议第二场大会发
言，“一头一尾”发言的均为在

沪全国政协委员。打头炮的吕
红兵委员谈到了民法典，希望

“以推进民法典的有效实施凝
聚法治共识”；来收官的杨扬

委员讲到了冬奥会，满怀信心

“高擎冬奥火炬，点燃希望之
光”。两位委员的发言都很精

彩，博得好评。结束后，“一头
一尾”的发言委员在会场留下

了具有纪念意义的合影。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方翔 文

全国政协工作人员 白涛 摄

“一头一尾”
都精彩

思想众筹

两会影话两会快评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方

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归，尤
其是高层次海归人才回国创新创

业。但不容忽视的是，海归创办企
业存在较明显的“三三现象”：即

三分之一有较大发展，三分之一
勉强维持生存，三分之一处于破

产或半破产状态。对此，全国政协

委员、上海市政协港澳台侨委员
会主任沈敏提交提案，出招破解

难题，优化海归创新创业环境。

对失败者关注不够
沈敏委员认为，影响制约海

归创新创业主要有这些因素：

部分政府机构“锦上添花”有
余，“雪中送炭”不足。部分地方扶

助海归创新创业服务不够切合实

际，不够周到细致，不够全面长

远，对海归创新创业成功者往往
给予掌声鲜花，而对失败者则关

注不够，很多原有优惠政策措施
也不再给予或大幅下降。

国内保护创新专利、知识产
权等涉及创新创业的法律制度，

还存在诸多“盲点”和“疏漏”，影

响海归创新创业。

海归创新创业者大多有专业
技术背景，缺乏创新创业经验，经

营管理能力相对不足。部分地方
有的放矢的创新创业培训、引导

不够，也缺乏对成功及失败案例
的深度挖掘剖析，难以给创新创

业海归提供借鉴。
部分创新创业平台服务针对

性不够，有的甚至只扮演物业公司

的角色，有的仅仅采取简单的补贴
政策，重科研轻开发、重硬件轻软

件、重技术轻服务等现象普遍。

建立健全“帮扶机制”

如何解决难题？沈敏建议：
招数一：塑造新型政企关系，

在对海归创新创业企业“亲”“清”

的同时，还要注重“辅”“扶”。“辅”
即辅助、“扶”即扶持。各级政府要

建立健全“帮扶机制”，提供切实
有效的服务，帮助海归创新创业

者解决场地租赁、研发实验、生产
销售等实际问题，让海归能全身

心投入创新创业；给遇到困难的

海归创新创业者雪中送炭，特别
是帮助扶持一时经营困难或创新

失败的海归再次创业，支持他们
持续创新探索。

招数二：各级政府不仅要保护
海归企业的物权、债权、股权等基

础性财产权，也要保护他们的创新
专利及其他创新收益，还要注意保

护海归创新创业者的“人力资本产

权”及自主经营合法权利。创新园

区可试行出台阶段性区域性政策，
保障创业者合法权益。

招数三：健全海归创新创业
培训机制，组织海归创业者开展

适应性、针对性、需求性培训，帮
助他们深度了解政策法规和现实

创业环境，不断提升创新创业能

力和经营管理水平。对优秀海归
创新创业者给予适当激励，引导

激励更多海归人才创新创业。
招数四：在现有留创园、科创

园等平台基础上丰富服务功能，
制定有针对性的服务政策和扶持

专项资金，选择重点海归创业项
目进行引领式帮扶，提升创新创

业项目业务品质、经营管理能力
和品牌影响力。同时依托这些项

目，通过丰富深化平台功能，打造
为海归成功创新创业提供各类资

源、便利条件和服务功能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