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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

新西兰官方近日证实，新西兰出产的小

部分牛奶和奶粉中检测出少量有毒物质双氰

胺残留物。新西兰方面认为，双氰胺主要来

自农场肥料，而且含有少量双氰胺残留物的

食品对人体无害。这一风波目前仍在发酵。

在 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以后，由

于对国产奶粉信心不足，国内不少消费者

转向购买“洋奶粉”。随着国内消费者在海

外购买奶粉的现象愈演愈烈，一度造成当

地市场库存告急，奶粉脱销。抢购潮的背

后，隐藏的其实是消费者认为“洋奶粉”质

量更可靠的“刻板印象”。

这种“刻板印象”为“洋奶粉”进入我国

市场大开方便之门，也为“洋奶粉”强势的

品牌溢价提供市场基础。近年来，“洋奶

粉”屡次以“成本上升”、“配方升级”等为借

口上调销售价格。尽管自今年 1 月 1 日起，

我国已经对特殊配方婴幼儿奶粉等进口商

品的税率进行了调整，但“洋奶粉”的价格

依然“高烧不退”。

在“洋奶粉”的冲击下，国内奶粉企业面

临着巨大的经营压力。据统计，目前我国进

口奶粉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从 2008 年前的

30%左右跃升到50%以上；在高端奶粉市场，

“洋奶粉”的市场占有率甚至超过 70%。由

于市场份额不断受挤压，国产奶粉的市场话

语权也迅速衰退，特别是在“洋奶粉”变着法

涨价的情况下，国产奶粉虽然饱受成本压

力，但却明显缺乏调价底气，导致行业盈利

难度加大。

事实上，“洋奶粉”的产品质量并没有

消费者想象的那么“邪乎”。在进入我国市

场的过程中，泓乐、可益多、亨氏等一批洋

品牌已经登上了质量不合格的黑名单。而

此次“双氰胺门”，再一次打破了“洋奶粉”

产品质量安全的神话，我们也应从中吸取

教训。

总的来看，“双氰胺门”的症结仍然出

在奶源基地的牧草环节。近年来，国内乳

企加大奶源基地建设力度，自由牧场规模

不断扩大，但在奶源基地管理方面却仍存

较大的提升空间。我国乳企应充分吸取教

训，加强奶源基地的精细化管理，严格把好

每一道关，使奶源基地建设规范化、标准

化，从源头上保障产品安全。

从另一个层面看，尽管目前“洋奶粉”

质量个案不足以撼动其在国内市场的地

位，但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购

买选择。这或许也给国产奶粉提供了反击

“洋奶粉”快速扩张的竞争机会，而能否抓

住机遇、在竞争中实现“你退我进”，关键在

国内乳企能否踏踏实实做好产品质量管

理，做出让消费者放心的好奶粉，以过硬的

品质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市场的认可。

“双氰胺门”打破洋奶粉神话
林火灿

尽管质量个案不足以撼动“洋奶粉”在国内市场的地位，但

或许也能给国产奶粉提供新的竞争机会。能否抓住机遇，关键

在于国内乳企能否踏踏实实做好产品质量管理，做出让消费者

放心的好奶粉，以过硬的品质赢得市场信任。

登陆资本市场、成为公众公司，是无数

中国企业的梦想。“自古华山一条路”，多年

来许多人以此形容在有限资源制约下，无

数企业抢滩沪深主板、中小板乃至创业板

市场时的不易。而如今，种种迹象表明，通

往资本市场的“华山路”已非一条。通过被

上市公司并购或兼并，成为实现资产证券

化、登陆资本市场的一条新兴通衢。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主任欧阳泽

华日前透露，目前部分 IPO 排队企业面临

不再满足 IPO 标准的可能，或不愿继续排

队而选择被并购。据悉，已有 10 多家企业

提交项目申请。

监管部门对于拟 IPO 企业的这种新提

法和新做法，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新思

路。对于二级市场投资者而言，则提供了

看待重组并购及其投资机遇的新视角。

首先，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越来越多的

重组并购正从“被动重组”转变为“主动并

购”，以资产重组实现基本面改善提升。

以前股市退市制度不健全，很多业绩

很差的 ST 和*ST 公司借助资产重组大玩会

计“魔术”。上市公司通过资产重组保壳，

或者拟上市企业通过资产注入实现借壳上

市，这实际是一种“被动重组”的行为。

现在，一方面是股市退市制度逐步完

善，使得上市公司壳资源价值不再；另一方

面，在有关产业政策引导和股市监管政策

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借助资本杠

杆和资本工具，主动进行战略并购。

本质上，资本市场核心的功能，并非增

量融资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规模扩大，而

是存量资源的再配置以及上市公司投资价

值的提升。同时，并购重组将从根本上改

变上市公司资产价值、股权结构、治理结

构，是一家上市公司价值变动的重要因素。

其次，对于二级市场投资者而言，2013

年乃至今后数年，上市公司存量的优化将

成为重要投资方向。从目前的迹象看，IPO

重启开闸或许还要等上一段时间。此前工

信部等 12 部委联合发布九大行业兼并重组

指导意见，将推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活

跃，或将成为资本市场投资的一大看点。

为了促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有关人

士曾透露，证监会将增加审核窗口，同时，

审核过程也将公开化。在并购工具方面，

监管部门将鼓励利用并购基金、公司债券

和权证产品来进行并购交易。

通向资本市场的“华山路”已非一条，

还因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完善，搭建

了企业通往资本市场的更多道路。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已经正式挂牌运行，

被俗称为“新三板市场”；各地的区域性股

权转让市场即所谓“四板市场”发展也如火

如荼。多层次资本市场将满足各类不同企

业的“上市”需求。

（作者单位：《证券日报》）

通向资本市场不再华山一条路
熊 欣

事件回放：2012年 8月，南京市民小苏自学后到
市车管所申考驾照，却被以必须先通过驾校培训为由拒
之门外。2013年1月21日，她向南京玄武区法院递交
起诉书，状告南京车管所行政不作为。

“危险动作”不可行
汪昌莲

需 要 给 个 说 法
张玉胜

建 议 逐 步 放 开
李英锋

建 议 逐 步 放 开
李英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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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谈新闻漫漫谈

春节将至，“舌尖上的浪费”和“中

国式剩宴”成为各方舆论热议的话题，

许多人呼吁遏制浪费和过度消费、抵

制铺张奢靡之风。

笔者以为，要遏制过度消费，关键

是要通过完善相关机制来看紧公款

“钱袋子”，这样才算是抓住了解决问

题的“牛鼻子”。

说到看紧“钱袋子”，人们往往会想

到“小金库”。经过长期清理整顿，“小

金库”现象其实已得到有效遏制。那

么，这些在餐桌上挥霍的公款从何

而来？

事实上，相对于“小金库”，现实中

还存在着“大金库”的概念。“大金库”指

的是一个单位能够掌握、运用的所有资

金。如果“大金库”中有资金却没有透

明化、规范化的管理，暗箱操作的空间

就大大增加了。

目前，“大金库”的规范管理尚未

得到足够重视。一些单位“大金库”收

入中的跑、冒、滴、漏等现象没有堵住，

支出中也存在一定的挪用、转移、截

留、侵占等问题。这些资金流出“大金

库”后，若跑进个人腰包就是贪腐，若

跑上餐桌挥霍就是浪费。

管好“大金库”，要以预防为主，进

一步完善资金内控制度，规范会计核

算，让资金在阳光下运行；要重在查

处，强化审计监督职能，一分一毫的公

款都要精打细算；同时，要建立和完善

治理的长效机制。笔者认为，为了管

好“大金库”，相关部门可以抽调专业

人员，组建工作组轮流赴异地调查。

虽然这需要一定的成本，但与“大金

库”资金流失造成的浪费相比，可谓九

牛一毛。

（作者单位：农业银行四川省剑阁
县支行）

遏制公款吃喝——

大小金库

都得盯紧
梁登生

日前，在杭州一
家能容纳200人的餐
馆里，某单位的工作
人员刚刚吃完商务
餐。“4个人要了一间
10个人的包厢，包厢
最 低 人 均 消 费 300
元，不算酒水。”服务
员告诉记者，除了酒
水，菜品几乎没动过。

记者调查发现，
除了最低消费，包房
费、开瓶费等餐饮业
广泛存在的“霸王条
款”，在隐秘地为“中
国式剩宴”推波助澜。

新华社发
王俊平作

近年来，舆论对自学考驾照的呼声日高，但除了少数

地方适度放开外，大多数地区还亮着“红灯”。

笔者支持放开“自学考驾照”，但也认为自学考驾照

不同于自学高考，后者自学没有安全风险，前者的自学则

可能会伤害人身、车辆以及其他财产安全。因而对“自学

考驾照”不能盲目放开、绝对放开，不能实行任何人都可

以随意教、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学的“放羊模式”，而是应该

在法治轨道内寻找一种风险可控的安全放开模式，即依

法开“绿灯”。

我们应该放开甚至鼓励支持私人培训。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为私人培训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法律

基础。另外，《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也就驾考的

内容和程序作出了规定。私人培训应该遵守这些规定，而

前提是公安交管部门应放开对私人教练的注册。

（作者单位：河北省滦南县工商局）

申考驾照必须经过驾校培训，这是法律明文规定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条规定：

“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由交通主管部门对驾驶

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实行资格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学

习驾驶，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线、时

间进行。在道路上学习机动车驾驶技能应当使用教练

车，在教练员随车指导下进行，与教学无关的人员不得乘

坐教练车。”

事实上，对于一些涉及公共安全的技能，严禁“自学

成才”，体现了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立法善意。

我们可以质疑驾驶培训机构的垄断，可以质疑有些驾校

存在乱收费现象，也可以质疑有关部门在对驾驶培训市

场的管理上存在行政不作为现象，但不可以采取自学驾

驶的“危险动作”，让私权去擅闯法律“红灯”。

（作者单位：湖北省嘉鱼县文化体育局）

尽管南京市车管所坚持“申考驾照必须先通过驾校

培训”，引用的是《江苏省机动车驾驶人培训管理办法》中

关于“学员应当参加驾培经营者的培训”的规定，但由于

其与驾校难以割舍的利益关系，人们还是不免给予其维

护驾校垄断地位、确保高价培训既得利益的恶意考量。

驾照是一种表明驾驶技能的资质证书，公民只要达

到国家规定申领驾照的条件，并且通过了相关的严格考

试，就应当获得相应的许可资质。从法理说，2010 年 4 月

1 日公安部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中，“申请条件”仅包括年龄和身体条件两项内容，不包括

是否经过驾驶员培训学校培训；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许可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公民特定资格的考试不得

组织强制性的资格考试的考前培训，不得指定教材或者

其他助考材料。从这个角度看，市民可以自学驾驶技能。

围绕公民“自学考驾照”的争论由来已久，而不同法

院的相左判例更让人纠结诧异。既然国家已明确对机动

车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管理方向，有关部门就应顺势而

为，给“自学考驾照”一个统一的说法。

（作者单位：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委老干部局）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消息，2012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利润 55578 亿元，同比增长 5.3%。2012 年在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

14163 亿元，同比下降 5.1%；私营企业实现利润 18172 亿

元，同比增长 20%。

从两个数据对比来看，国有企业利润下降，私营企业

利润上升。企业所得税的税基是企业利润总额，利润下

降带来的是企业所得税的下降，这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首先，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优胜劣汰是必然规

律。不能因为你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就一定要保留下来，

如果不能“长治久安”，国有企业该淘汰的一定要淘汰。

国有企业利润下降还表明，原材料涨价使企业成本

控制成为难题。我国已进入生产成本快速增长期，由于

许多重要成本要素价格被长期低估，需要“补涨”。而当

前国际市场初级产品行情上升，也拉动国内原材料价格

“跟进”，快速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在能源原材料

价格上涨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利润下降，需要我们的企业

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以降低能耗，尽力消化原

材料价格上涨因素，缓解和释放成本上升压力。

长远来看，控制成本上涨和适当提高工资水平并不

矛盾。提高中低收入职工的工资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

可以扩大社会整体购买力，为最终消费品需求的增长提

供新动力。

国企利润下降须引起注意
孙 勇

国企利润下降须引起注意
孙 勇

资本市场核心的功能，并

非增量融资以及随之而来的

市场规模扩大，而是存量资源

的再配置以及上市公司投资

价值的提升。并购重组将从

根本上改变上市公司资产价

值、股权结构、治理结构，是一

家上市公司价值变动的重要

因素。

最近，餐桌上的改革折射出社会新风，

更反映出埋藏在人们心中的渴望：希望树

立文明节约的社会风尚，更希望整个社会

气正风清。笔者为“向餐桌浪费开战”叫好

的同时，也想提醒一句：不要只看到餐桌上

的浪费。

君不见人情消费已成沉重的社会负

担。每逢过年，“礼尚往来”不断，为节日腐

败提供了可乘之机。很多礼品极尽豪华包

装之能事，而收礼人在实际生活中则并不需

要。“送礼难、收礼烦”，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更有一些人趁机绞尽脑汁给权力部门送礼

谋取不当利益，一些领导干部借机敛财。

豪华宴请、昂贵礼品之所以有市场，也

与一些人沉迷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不无关

系：戴几万元的名表，背上万元的名包，吃几

万元的宴席，用奢侈来显示自己的身份，标

榜自己的生活水平。浪费的背后，是以奢侈

为荣的不良风气。讲排场、比阔气，带来奢

侈品消费一浪高过一浪。一些富人买东西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很多并不富裕的人

也争先恐后，勒紧腰带买上几件奢侈品挂在

身上。真的是我们的鉴赏力提高了，我们的

收入水平已经到了相当阶段了吗?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希望从

治理“舌尖上的浪费”入手，社会风气为之

一变，大家都来“以勤俭节约为荣，以奢侈

浪费为耻”，把精力放在干事创业上，我们

的社会财富就会越来越多，人民生活也会

更加幸福。

浪费不只在“舌尖”
李予阳

够 不 着 站 起 来

自学考驾照违法吗

经济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