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企要从实际出发
关键在于转型升级

对于湖南民营企业在经济
下行的情况下该如何突围，省
工商联宣教处副处长湛建阶认
为，民营企业要想实现发展，关
键还在于如何转型升级。“许多
企业常常抱怨企业发展存在融
资难、原材料价格上涨、用电用
水、用工成本高等问题，这些客
观存在的因素往往很难改变，
所以企业更需要转变思维方
式， 从实际出发， 实现转型升
级。”

湛建阶告诉记者， 由于近
年来国内外经济发展不景气，
行业内同质化竞争激烈、 产能
过剩以及部分行业面临资源枯
竭等困境， 所以许多民营企业
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企业要想
生存，就必须转型，另谋出路。
“以株洲的江山置业为例，它本
来是做房地产的， 但现在基本
放弃了房地产行业， 转而开始
做生物制药， 并取得了很好的
成绩， 这种转行的行为便是转
型的一种。”

除此之外， 湛建阶认为还
可以通过引进设备、技术革新、
创造发明的方式进行转型升
级。“这一种就是坚持原本的行
业不变，通过技术革新等手段，
使原本的工艺、设备、产品向更
高端发展， 使它有更高的附加
值，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实现
企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 湛建阶还提出
更多对于中小企业转型的思
考。 一是小企业可以做大企业
或千亿集群的下游配套产业，
以株洲联诚集团为例， 就是通
过做中车的配套产业， 在湖南
省民营企业百强名单中排名前
50。 二是对于有一定实力的企
业来说， 可以迈向更高端的设
备、产业、产品，打造属于自己
的名牌产品， 使其具备更高的
价值，争得属于自己的市场。

此外，有专家思考了民营
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民
营企业相对弱势的地位在近
年来并没有明显改变，而非公
经济人士也相对缺乏社会责
任感。”该专家认为，非公经济
要先实现发展，一是要突破歧
视性障碍，有关部门要用更多
实质性的举措来支持非公经
济；同时，非公经济也要大力
加强自身队伍建设，尤其是政
府部门要加强对非公有制经
济代表人士的重视，要让他们
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从而使湖
南非公经济实现更为健康的
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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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手”支撑很重要，“练内功”是关键
多股“中间力量”护航我省民企发展，但专家认为主要还在于企业如何实现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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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记者 吴虹漫 蔡旻旼

近年来，湖南非公经济发展
朝气蓬勃，表现十分“抢眼”，扛
起了湖南经济发展的“旗帜”。在
其强劲增长背后， 离不开协会、
商会等“中间力量”的支撑。

“各种协会、商会为湖南民
营企业提供了人才培养、交流平
台等服务，在民营企业的转型升
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 省工商联宣教处副处长湛
建阶介绍，协会、商会就像一只
无形的“手”，既能为民营企业之
间的合作“牵线搭桥”，又能在企
业的转型升级中“保驾护航”。

培养职业经理人
为民企提供“新智囊”

作为企业发展的“智囊”，人
才已成为影响企业新发展的重
要因素，对于经济实力相对较弱
的民营企业，人才的作用更是可
想而知。很多民营企业对担着企
业经营管理重任的职业经理人
更是“求贤若渴”，湖南职业经理
人协会由此成立。

对于“职业经理人”的定义，
各家解释不同。在湖南职业经理
人协会会长孙朝阳看来，只要是
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都可以称
为职业经理人。“通俗讲，不管你
是不是老板， 只要你是以董事
长、总经理等为职业的人，就是
经理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职
业经理人协会有十余家，湖南职
业经理人协会自成立以来发展
十分迅速，目前已经有2000多会
员，还在不断增加。对此，孙朝阳
认为，当下民营中小企业纷纷转
型升级、创新发展，需要提升自
身管理队伍的建设，极其需要合
格的职业经理人，这给湖南职业
经理人协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
机会。

“湖南职协最主要的目的是
帮助建立起行业信用机制和人
才机制，力争为企业打造更多优
秀、专业的企业家队伍。民营企
业对职业经理人存在巨大的市
场需求，为我们建立职业经理人
制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孙朝
阳介绍，目前协会主要提供职业
经理人资格的培训和认定，希望
为湖南民营企业培养一批敢于
担当、 富有创业精神的创新人
才。

由于经常跟民营企业打交
道，孙朝阳对于湖南民企发展存
在的人才“短板”也有着自己的
见解，他认为，职业经理人是企
业发展的“智囊”，建立职业经理
人制度，可以更好地发挥企业家
的作用，应尽快推动职业经理人
制度的建设，从制度上解决了众
多企业领导人才发展的“瓶颈”。

而在副会长阳晓湖看来，目
前湖南民营企业存在的“痛点”
为融资、人力资源、人才、成本等

“老大难”问题，希望相关的政策
能落实到位，企业的生存环境也
能得到较大的改善。此外，民营
企业经营者的法制意识也有待
增强，“政府重视这一问题，为民
营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并加大对
企业的培训力度，提升民营企业
的法律意识.。”

商会成“娘家”
引领民企抱团发展

随着湖南非公经济的快速
发展，民营企业的队伍也在不断
壮大。但单个民营企业毕竟势单
利薄，基于自身的发展和利益考
虑，“抱团”成为越来越多商人的
选择，商会组织在促进民营企业
抱团发展方面的活力和优势也
逐渐显现。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15
年， 我省共有202家异地湖南商
会、36家湖南异地商会； 省内外
异地商会的会员企业总资产超
过万亿规模， 共吸纳社会就业
1000多万人。

“有人的地方就有福建人”。
作为湖南异地商会中的第一家
总商会，湖南福建商会正在力争
打造“湖南大名商”。据湖南福建
商会总会长吴培培介绍，商会的
直属会员企业已达到286家，并
拥有全省各市州25个闽籍商会
下属的6516家团体会员，在除湘
西自治州之外的13个市州也设
立了商会支部。

“目前在湘闽籍人士有20多
万人，在湘投资超过4000亿，居
外省在湘投资前列。 在就业、贸
易、 纳税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效
应， 同时也提供了很多的资金、
高层管理人才，为湖南经济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吴培培说，
商会致力于为在湘闽商打造一
个温暖的“娘家”，希望加强闽籍
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实现抱团
发展。

关于如何优化湖南的民间
投资环境，吴培培认为，政府还
需要出台更多政策，增强投资者
积极性。“除了简政放权、提升办
事效率、规范市场秩序、资金等
方面给予民营企业更多支持之
外，也要增强政府诚信，防止领
导不认前任账、半篮子工程等问
题出现。”

在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浪
潮中，商会组织发挥的作用也不
容忽视。 不仅帮助企业在政府、
企业和市场之间建立沟通渠道，
解决各种摩擦和纠纷，还提供市
场调查、信息、融资（担保）、职业
培训等服务。

“比如近年在经济下行压力
较大的情况下，商会多次召开会
议，专题研究如何引导会员企业
转型升级， 并且经常走访会员
企业，及时掌握企业发展状况，
指导会员企业纠正经营上出现
的问题； 同时在会员之间开展
互帮互助， 为部分会员企业摆
脱了困境，不让会员企业在转型
升级的过程中掉队；对于近年来
会员之间、会员与外部之间的经
济纠纷，商会也主动调解，维护
会员的合法权益，为会员挽回经
济损失5000多万元。” 吴培培如
是说。

打造全球“百会圈”
为企业构筑交流平台

2013年12月29日， 湖南省
高新技术企业协会、长沙市高新
技术企业协会、长沙职业经理人
协会同一天成立，之后结成紧密
型联盟，形成了“三协会”。

中国职业经理人协会副会
长、 三协会联盟秘书长陈政峰
说，湖南三协会正处于蓬勃发展
阶段，“三套负责班子，三群不同
的会员，一套服务机构”，先后举
办多次大型活动，在社会上形成
了巨大的影响力。 截至目前，三

协会的会员总数已经超过2000
余人(家)，其中包括50余人(家)全
国人大代表和上市企业会员。

“三协会主要为会员提供
宣传、人才交流和培训、维权、上
市辅导、投融资信息对接、个性
服务定制这‘六大服务’，既能提
高协会会员本身的素养，又能强
化商协会的造血功能。” 陈政峰
说，除此之外，三协会还联合政
府和其他机构举办全省优秀高
新技术企业、优秀企业家和职业
经理人、优秀服务园区“三优”评
选活动，激励高新企业和经理人
争创优秀的热情，向社会展示湖
南优秀企业家和优秀经理人，输
出正能量。”

为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大趋势，助力会员企业在“走出
去” 中做大做强，2015年三协会
决定打造一个“全球百家知名商
协会交流圈”，即“百会圈”，为会
员企业构筑一个全球化的交流
平台。

“打造‘百会圈’既是顺势而
为，也是借力而行。因为我们的
会员企业中， 外向型企业比较
多，在国外留学、就医、商务考察
谈判也好，需要依靠对等的商协
会做好前期准备，外国企业到我
们国内来也一样。” 陈政峰向记
者解释。打造“百会圈”可以使会
员在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进行
旅游、移民、贸易、留学等更加方
便； 友好单位之间相互宣传，也
能在全球企业家群体中快捷精
准地提高会员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

截至目前，三协会已经和美
国、加拿大、阿根廷等国的华人
商协会，包括港、澳、台在内的近
80余家国内商协会，结成友好合
作单位， 整合进入了交流圈。根
据规划， 未来三协会还将和欧
洲、非洲、澳洲等近30个重点国
家的华人商协会签订友好协议，
为会员企业构筑更加广阔的全
球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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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要实现跨越发展，关键在于自身转型创新。图为三一重工全智能化的总装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