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提问全国人大财经委负责人，关注中小企业促进法修改

中中小小企企业业融融资资难难有有望望立立法法解解决决

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是
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障
碍，造成中小企业科技含量
低、规模小，大众就业创业热
情不高。正在修改的中小企业
促进法，让不少中小企业家很
是期待。10日，这个问题由本
报记者带到了记者会上，并向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乌日图发问：“中小企业是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而
中小企业促进法如何促进中
小企业健康发展、如何促进就

业及创业成为大家非常关注的
问题。请问中小企业促进法修
改将重点解决哪些方面的问
题？目前它的进展情况如何？”

在回答本报记者问题时，
乌日图表示，修改中小企业促
进法已经列入了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也
列入了今年的立法计划。这部
法律由财经委员会从2013年
开始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了修
法工作。修法的内容主要是针
对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

难、负担重、技术研发能力弱
以及维权难、公共服务机制不
健全等问题，对现行法律做一
次比较全面的细化和补充。

“目前中小企业促进法的
修订草案已经形成，按照今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
划，准备今年10月份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现在全国人大财经委正
在进行最后阶段的草案征求
意见，希望社会各界继续提出
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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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在朋友圈为特定对象
募捐的行为，在慈善法起草过程
中，其实是有意规避的，这是为了
给这种行为留有余地，法律虽不保
护这种行为，但也不限制。”10日，在
全国政协委员分组讨论慈善法草
案时，慈善法草案起草参与者、全
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
究院院长王名称，对日渐风行的朋
友圈募捐现象，慈善法留出了一定
的发展空间。

“慈善法草案比一审稿、二审
稿文本有了很大改进。”几乎参与
了慈善法草案起草全过程的王名
说，“随着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
展，非常需要一部规范管理慈善事
业的专门法律。”

据悉，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发展
迅速，目前，年均慈善捐赠数额达
1000亿元人民币，登记在案的慈善
组织有20万家左右，实际进行慈善
活动的可能有100万家以上。

“慈善公益事业确实发展迅
速，尤其像朋友圈募捐，我的朋友
圈里经常会有人分享募捐的消息，
慈善法草案规定互联网募捐必须
在指定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
难道个人就不能在朋友圈募捐了
吗？”看了慈善法草案后，有人发出
这样的疑问。

“除了在指定平台发布信息，
同时也可在其他网站发布信息，而
且这个规定是针对慈善组织的，并
不是针对个人。”王名表示，慈善法
草案规范的是以慈善组织为主体
的、面向不特定多数的一种慈善行
为，个人在朋友圈上的求助不属于
这类行为。

王名解释，针对特定对象募
捐，实际是一种利他的公益理念。
这种情况一般可分为两类，一是亲
友为某一个人募捐，这种行为是一
种赠予行为。再就是特定人群的募
捐，即校友或同学，这也属于赠予
行为。“对于这种行为，草案有意识
地规避了这个问题。”王名表示，微
信朋友圈是一个半封闭的圈子，怎
样监管现在还没有一个有效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规避是必
要，但并不是限制，而是在慈善法
草案中不保护这种行为。

全国政协委员、慈善法

起草参与者王名：

指定平台募捐

只针对慈善组织

住鲁全国政协委员、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原院长何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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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
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仅为百分之
二到百分之三，急需探索建立创
业失败大学生保底机制。”面对
日渐火热的大学生创业现象，住

鲁全国政协委员、工程院院士、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原院长何友
有不少担心。为此，他专门撰写
提案，建议进一步优化大学生创
业环境。

何友说，近年来，高校大学
毕业生就业呈现一高一低的特
点，一高是创业意愿高，一低是
创业成功率低。“从社会大环境
看，目前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氛
围已比较浓厚，政府有关机构、
社会组织、企业扶持大学生创
业的积极性相当高。从政策上
来说，给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
策已经比较完善。”何友说，但

有些政策的落实缺乏保障，如
创业资金的发放、办公场地的
提供、营业执照的办理等方面
仍然有环节繁琐、审查苛刻等
问题。

“家长对大学生创业态度也
不一，大多数家长希望自己的孩
子在毕业后能有一份稳定体面
的工作。”何友说，从大学生创业
者自身素质看，动手能力不足是
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率的一大
关键因素。此外，大部分大学生
创业者对创业需要的专门知识
也不是很精通。

“要清醒认识到大学生创

业有技术没资金，有热情没经
验 ，创 业 失 败 在 所 难 免 的 现
实。”何友说，据不完全统计，目
前我国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仅为
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远低于
美国的百分之二十。这意味着
绝大多数大学生创业者出师不
利，“这就要探索建立创业失败
大学生保底机制，减少大学生
创业者的后顾之忧，否则，可能
让大学生既没了工作，也没钱，
把一个家庭拖垮，甚至消沉下
去。”

何友建议，建立创业保险，
即建立由国家机制保障、行业政

策引导、商业保险机构参与的大
学生创业保险制度，增强商业保
险机构参与大学生创业的积极
性与主动性，化解大学生创业过
程中融资难、经营不稳定的风
险。

何友还建议，在大学生创业
初期，政府应投资入股，增加政
府投资比例减少个人负担，降低
个人投资风险，待收益稳定后，
政府再收回投资，几年内退出经
营。对确实创业失败的大学生要
设立最高债务限额，给予最长还
债期限，不能让其背上沉重的经
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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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促进法

修订草案已形成

网上买到假货怎么办？打
了差评被频繁骚扰怎么办？网
购登记个人信息被泄露怎么
办？这些问题有望由法律加以
规范。在回答记者关于电商立
法的问题时，乌日图表示，电子
商务立法已经列入了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
由全国人大财经委牵头组织起
草，目前已形成法律草案稿。

乌日图表示，这部法律由
全国人大财经委牵头组织起
草，对电子商务经营的主体责
任、交易与服务安全、数据信
息的保护、维护消费者权益以
及市场秩序、公平竞争等内容
都进行了规范。

“电子商务对发展经济、
改善流通，特别是方便人民群
众生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乌日
图表示，不仅是电子商务经营
的合法性、市场秩序等问题亟
待立法规范，“比如假冒伪劣、
欺诈侵权，这些问题是在传统
经营模式中就有的，但有一些
是属于电子商务发展中新遇
到的，比如电商的平台责任问
题、数据信息保护问题，这些
都需要通过法律加以规范。”

网购者信息保护

也被写进法律草案

慈善法草案一直是大众
关注的焦点，尤其是草案中对
于慈善组织网络募捐的限制，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记者会
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王胜明表示，人们
对互联网募捐一直有不同意
见，一种意见建议全面放开，
一种意见认为对哪些慈善组
织可以开展互联网募捐应当
有所限制。“我赞成有所限制，

如果放开也应当根据我国慈
善事业发展水平和管理水平
逐步放开。”

在回答记者关于慈善公
信力严重透支的问题时，王胜
明表示，慈善法草案在许多方
面对信息公开作出规定：一是
慈善组织的生命力在于信息
公开；二是区分不同主体、不
同方式，强制信息公开，如慈
善组织的基本情况，慈善项目

的运作情况；三是规定了信息
披露的平台；四是规定了违反
信息公开义务的法律责任。

“慈善法通过后，如果我们
国家的慈善组织能够依照慈善
法的规定，及时、真实地做到信
息公开，做到慈善法要求履行
的其他义务，取信于民，中国人
做善事的热情就会激发出来，
我国的捐赠数额在现有基础上
将有极大提高。”王胜明说。

网捐完全放开

还不到时候

10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本报记者陈玮在就中小企业
促进法的修改问题提问。 本报特约记者 史丽 摄

10日上午，十二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
心举行记者会，四位全国
人大相关负责人就“人大
立法工作”答记者问。在
回答本报记者的提问时，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委员乌日图表示，正在修
改中的中小企业促进法
将重点解决目前中小企
业面临的融资难、负担
重、技术研发能力弱以及
维权难、公共服务机制不
健全等问题。

本报特派记者 陈玮 周国芳
3月10日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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