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失败风险，失败免
责、容错纠错是鼓励创新的必要保障。”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
原副主席赵雯呼吁，完善科技创新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大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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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始终坚持‘两

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

变’，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

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昨

天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

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

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

委员时讲的一番话，让民

营企业界倍感温暖、倍感

振奋。

曾经社会上流传一些

关于民营企业发展前景的

负面论调，让部分民营企

业经营者产生犹疑情绪，

甚而影响一些人对经济大

势的信心。

但回顾多年来党和政

府关于民营经济的重要阐

述，结合我们身边的实际

情况，我们应该相信，中国

对民营经济的支持是始终

如一的。    年，党的十

八大报告指出：毫不动摇

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

“两个毫不动摇”。    

年，即习近平总书记上一

次参加全国政协民建、工

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强

调了“三个没有变”。    

年  月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

谈会上再次强调“三个没有变”。

中国的民营企业贡献了  %以上的税

收，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以上的

技术创新成果，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以及  %以上的企业数量。任何人都不能

忽视民营经济的作用，不能否定民营企业

家的贡献。

我个人接触的民营企业家也有不少。

我的感觉是他们身上多少有一点浪漫主义

的精神。创造财富当然也是追求之一，但

他们都有一个理想，或者说梦想。他们想

用成功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判断力、

自己的价值追求。

曾经在黄山黟县的大山里，遇到一位

民宿经营者。他花了约四千万元购买并改

造了一个很大的古宅。原来这个宅子有几

户人家，为了一家家买下来，他花了几年时

间，不仅费用远超预算，磨破嘴、跑断腿的

经历让他几乎放弃。但如今这幢按照他的

心意设计、翻新的民宿，古色古香，美轮美

奂。他带我们参观时，神采飞扬，感觉这就

是他心中的宫殿。我想这样一个为了梦想

百折不挠的创业者，不但保护了一幢经典

的徽派古建，为游客提供了美好的旅游体

验，还为当地创造了可观的就业机会和税

收，当地政府必定爱他都来不及。

在浦东临港新片区，我认识一位做小

型飞机的企业家。他从一个飞行爱好者最

终成为一个造飞机的人。虽然他的产品还

在不断改进，还在申请各种各样的适航证

书，但这不能影响他的毅力和恒心。每次

看他发在朋友圈的俯仰天地的美图，就感

慨时代需要这样有梦想的企业家，他们的

梦想家精神和苦行僧品质，会带给世界令

人惊喜的活力和创造力。

总书记在昨天的讲话中说，要让民营

企业家放开手脚，轻装上阵，专心致志搞发

展，并强调了一遍：消除顾虑，放下包袱，大

胆发展。我想任何一个曾经踯躅不前的民

营企业家，此时都没有了理由。该是御风

飞翔、大展宏图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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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的破产保护怎么“破”？全国

人大代表、上海高院院长贾宇提出议案，建

议设立小微企业专门破产程序。

贾宇在调研中发现，民营企业中小微企

业占有相当的比例，而现行的破产法以大中

型企业破产为设计蓝图。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

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

大，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我

建议，设立小微企业专门破产程序，通过几

方面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供给。”

首先，出清与拯救并行，使困境企业各

得其所。对于小微企业而言，破产费用可能

高于企业的可变现资产，导致大量的小微企

业不愿进入破产程序；即使进入了破产程

序，大部分小微企业只能清算了之，破产重

整与和解案件所占的比重在我们法院来看

比较低。“我建议，要根据小微企业的经营特

点，建立简易破产程序，降低小微企业进入

破产程序的门槛。要探索适合小微企业的

重整保护模式，完善对其救治制度。”

其次，信任与合作相伴，协同提高破产

效率。企业陷入破产时，债权人与债务人之

间大多存在矛盾对立关系。“我们应当在制度

上引导债权人和债务人相互信任，积极合作，

共同促进资产的及时变价、高值变价。”

此外，文化与制度相互促进，完善落实

现代化破产法律制度。破产法律制度有其

优势，但是也不能忽视，“人死债不烂”“父债

子还”这样一些传统偿债文化的社会影响仍

然很大。让小微企业有生、有死、有救，既需

要制度的完善，更需要文化观念的转变。

本报记者 宋宁华

小微企业破产保护怎么“破”
全国人大代表建议设立专门破产程序

科技创新有失败风险
应有免责机制“护航”

今天上午，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第

二场“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动在人民大会

堂新闻发布厅举行，来自多个界别的全国政

协委员接受媒体采访。

做有温度的企业家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过去3年疫情反复，民营企业尤

其是中小微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民营

企业家如何看待发展前景？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奇

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表示，在党的坚强领

导下，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方针得到贯彻。

从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到优化营商环境，从

加强金融支持到持续减税降费……一系列

疏堵点、缓痛点、破难点的政策措施出台，大

大提振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

以减税降费为例，2022年新增减税降

费和退税缓税缓费超过4.15万亿元，民营企

业家真切感受到了支持和帮助。疫情期间，

一大批民营企业努力做到不减薪、稳岗位、

稳就业、保供应、保民生，为经济恢复发展保

存了实力，创造了条件。

“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道上，我们要

放开手脚，轻装上阵，专心致志搞发展。我

们要办社会需要的企业，做有温度的企业

家！”齐向东说。

我是“大湾区人”
“有人说我是澳门人，有人说我是香港

人，我会说我是大湾区人。”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信德集团董事长何超琼

说，大湾区内9个城市加2个特区，大家同饮

一江水，都喜欢吃皮蛋瘦肉粥，也都具备同

样的吃苦耐劳的品德。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在2019

年出台后，对11个城市的优势发展有了更

清晰的指引，尤其在协同合作方面，应该用

好国家支持政策，优势互补。何超琼表示，

香港进入了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大湾区将会

成为香港发展的大舞台。香港应担当大湾

区引进来、走出去的“超级联系人”，抓紧大

湾区发展机遇，才能把优势赋能到国家建设

中。相信大湾区能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携

手共圆中国梦起到非常好的展示作用，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正能量的贡献。

记录“新疆美好”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联谊会副会长海尼扎提喜欢用视频记录生

活，记录新疆美食、新疆风情，尤其喜欢记录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中国新疆故事。

“新时代下的新媒体给了我们年轻人发

展的新机会。我通过多年努力创作的视频

逗笑了新疆人，还带着我们的幽默飞出了新

疆，逗笑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粉丝。”他

说，“很多人都会在我们平台上留言，表达对

新疆的喜爱和向往。”

海尼扎提表示，目前正创作没有文字、

声音、音乐，仅通过画面给人带来快乐的默

剧模式，扩大视频的受众。“希望在将来有更

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新媒体行业，跟我们一

起创作优质内容，一起为正能量发声。”

“春天已经来了，希望大家来新疆旅游，

一起交新疆朋友，跳新疆舞蹈，用视频记录

新疆美好的一切，一起讲好新疆故事。”海尼

扎提说。 本报记者 解敏

第二场“委员通道”采访聚焦——

全国政协委员
呼吁完善容错纠错
机制，鼓励大胆创新

认定机制尚不健全
赵雯在一份提交全国两会的提案中分

析认为，科技创新容错纠错机制目前还存在

一些短板。首先，科创失败认定机制不健

全，《科技进步法》对“探索性强、风险高的科

学技术研究开发项目”的具体范围未作规

定；对“科学技术人员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

义务”的认定标准未作规定，以至于在实践

中，对容错的“容忍度”和予以免责的“失败

认定”存在认识差异和认定差异。

其次，科研诚信的制度环境有待营造。

实践证明，只有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科

研诚信监督及惩戒机制，确保项目实施过程

原始记录等资料真实性、完整性、可靠性，才

能保证创新活动科学规范，科创主体恪守科

研诚信，杜绝弄虚作假欺世盗名骗局，减少

失败免责认定的失误风险。

另外，如果因创新主体“大胆探索、挑战

未知”，尽了“勤勉尽责义务”就“予以免责”

一“容”了之，是不够的。在赵雯看来，“还要

建立完善的纠错机制，认真分析失败的主客

观原因，防止类似的错误重犯，确定项目终

止还是继续；也要考虑项目相关方的合法权

益，给予合理的补偿。”

据赵雯了解，目前有些地方已经在科技

创新容错纠错方面开展了相关探索与实践，

但尚待从国家层面扩大试点总结经验，建议

尽快建立与《科技进步法》配套的、可操作的、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纠错实施细则。

失败免责应有依据
赵雯在提案中，建议营造科创容错制

度环境，规范“探索性强、风险高”的科学技

术研究开发项目委托合同，由国家科技主

管部门会同市场监督、司法行政等部门，共

同制定《科创项目服务标准合同示范文

本》，明确项目失败免责的容忍度、勤勉尽

责义务的认定标准，约定科创容错纠错、惩

戒补偿等条款。

要构建科技项目信用评价体系，建立激励

有效、惩处有力的科研诚信惩戒机制，褒扬诚

信、惩戒失信。失败免责项目的认定要向本科

研领域或向社会公示，接受同行及大众监督。

要进一步明确“探索性强、风险高的科

学技术研究开发项目”的具体范围，制定科

创容错清单；分类设定失败免责的容忍度，

制定容错纠错实施细则。

科技主管部门尽快建立科创失败案例

数据库，收集、分析、研判和共享失败免责案

例数据，避免重复立项重蹈覆辙。对国家委

托项目，积极探索科创失败免责认定后的政

府补偿机制、行政决策人员和科创人员责任

免除机制。对企业委托项目，完善保险覆盖

范围，明确科研经费中保险费用的比例或额

度，保证创新失败（出险）后相关方能及时获

得保险赔付。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方翔

民营企业发展
“大湾区”融合
讲好“新疆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