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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经济观察

经济时评

日前，笔者参加了一位朋友的婚宴。

本是高兴的事儿，临走时却犯了难。

婚宴很丰盛。20 多桌每桌 2680 元，6

道凉菜，12 道热菜，两个主食，一份汤。客

人离席后。大部分餐桌上都有三四道主菜

没有动过，其余的菜只吃了不到三分之

一。其中还有三四桌只坐了五六个人，一

个备用桌摆满了酒菜却没有人吃。

对着这桌“盛宴”，笔者很犯难：打包

吧，别人都没打，自己不好意思；不打吧，

看着这么好的饭菜倒进泔水桶，着实心

疼。想了半天，笔者终于下了决心：既然

全国都号召“光盘行动”，何不践行一次？

于是叫来服务员，连菜带汤打了 8 个餐

盒。大庭广众之下，拎着这一堆餐盒和主

人握别。

回家的路上，尴尬的情绪久散不去。细

琢磨原因，还是国人固有“面子”作祟。

对办婚宴的人来说，一辈子也就办一

次，浪费点就浪费点吧！菜少了让人笑话，

菜便宜了让亲朋瞧不起，多花点钱事小，丢

了面子事大。

不光是婚宴，大家请客吃饭也讲究面

子，菜要好，饭要足，点菜并非按需而

行，而是必须要剩下一些才行，吃不完不

打紧，如果不够吃就显得没面子。对剩下

的饭菜，请客的人、被请的人，都在担心

面子问题，觉得打包带走在面子上过不

去，于是浪费饭菜反倒成了习惯，打包节

约反而成了异类。

好面子，看似小毛病带来的却是大问

题，由此引发的餐饮业浪费相当惊人。据

中国农业大学调查，餐饮业每年倒掉的粮

食就可以养活两亿人。铺张浪费不仅给个

人、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更使我国自

然资源的匮乏加剧，给国人的生存环境造

成更大的压力。

看来，“剩菜多有面子”的错误观念要

改改了。最近，微博上正在轰轰烈烈进行

“光盘行动”，在全社会号召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响应者云集。笔者认为，要想根除

“盛宴”，还要从制度入手，用经济手段来管

住浪费。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针对食物浪费设处

罚规定。在德国，无论哪家餐馆，都不能浪

费，一旦发现有人浪费，任何见证人都可向

相关机构举报，工作人员会立即赶到，按规

定罚款。

韩国也有一项法令，如果一家餐馆

能向顾客提供把饭菜吃光的标准菜单或

能让顾客把吃剩下的饭菜打包带走，就

可享受减税或减收 30％水费的优惠。此

举一出，很多餐厅在客人点餐时就努力

向客人介绍饭菜的分量，从源头上堵住

了餐桌浪费。

针对自助餐厅，很多国家都推出“吃自

助、交押金”政策，要求客人就餐前先交纳

押金，如出现食物浪费现象，餐厅不再返还

客人押金。

这些规定和法令很受欢迎，值得我们

借鉴。用制度来破除面子浪费，是在短时

间内扭转社会风气最有效的办法。唐朝诗

人白居易曾说：“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

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

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

矣。”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消除“物暴殄”，避免“财乏用”，彻底打

破好面子、穷讲究的陋习，必须要“法制生

其间”。餐饮业经营者应积极倡导科学设

置菜单，鼓励客人合理消费。有关部门也

可以从制度上对节俭消费给予奖励，对奢

侈浪费者给予相应的惩罚。

不争面子 则少“剩宴”
朱 磊

近期，一些西方媒体接连指责中国，说中国对象牙的旺

盛需求助推了非法贸易，使非洲大象遭偷猎数量激增。英

国天空电视台 2 月 20 日称，“中国在非洲的存在与影响不断

增加，助推了象牙偷猎现象增长”。

近年来，中国十分重视对动物的保护，并注重从娃娃抓

起，同时，民众的动物保护意识也在逐步增强。除用库存象

牙进行极少量的牙雕创作外，中国民众都知道，贩卖和使用

象牙制品是非法的。

不仅民众在行动，中国政府 1981 年加入《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此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

规，建立了公安、海关、工商等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走私象

牙及其制品的违法人员最高将被判处无期徒刑，惩罚力度

之大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笔者在国内各大城市机场出入

时，常能看到林业部门和保护动物基金会等制作的宣传海

报。笔者甫抵非洲国家，就收到中国驻外使馆发来的短信，

提醒中国公民切勿购买和携带象牙制品回国。这些举措成

效明显，非法走私、贩卖象牙活动逐年下降。

应该看到，非法象牙贸易是个跨国问题。由于非法象

牙贸易获利巨大，从非洲到亚洲，存在着非法走私贸易链。

象牙从偷猎开始，到东非海港发运，再辗转到达东南亚国

家，其间环节众多。这一方面需要有关国家在各自范围内

强化执法措施，加强打击力度，另一方面更需要各国加强执

法合作，联合行动。据笔者了解，中国积极推进大象保护国

际交流与合作，向非洲象保护基金捐款,成为该基金目前最

大的资助方，为有关国际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中国对外走出去步伐加快，特别是与非洲国家合

作与利益融合不断加深，国际上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些奇谈

怪论。如中国加强对非洲合作，便出现“中国在非新殖民主

义论”；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展互利双赢的能源、资源开发合

作，便出现“中国对非资源掠夺论”；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力

所能及的贷款，便出现“中国增加非洲债务负担论”；中国在

援助中不附加条件，便出现“中国罔顾非洲民主人权论”等

等，不一而足。甚至中国对钻石的需求增加，便将非洲的

“血钻石”归因于中国。联想及此，一些西方媒体和非政府

组织对中国有关努力视而不见，仍简单将非法走私象牙归

咎于中国，或许部分是草率无知，更甚者则是有意为之，可

称之为生态版的“中国威胁论”。

其实，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以诚相待、互利共赢、务

求实效一直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准则，大至拓展两国

关系，小至保护野生动物，中国都是做得多、说得少，把

功夫用在扎扎实实的工作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相

信在中国、非洲及有关国家的共同努力下，非法象牙贸

易一定会得到控制，中国是“血象牙”的助推者还是制约

者也会不言自明。

奇谈怪论何时休
辛仲楚

位于陕西省秦岭南麓的沣峪口油坊，是

我国仅存的几处百年老油坊之一，被当地认

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据报

道，为了配合当地政府相关建设方案，这个百

年“活化石”的院落已被拆为瓦砾，准备建成

供游人参观的博物馆，而榨油技艺的传承人

也被告知不能再回到这里生产。

近年来，此类消息不绝于耳。有的地方

把名人故居改成餐馆，有的给历史遗迹刷上

油漆，有的在旧城改造中大面积“植入”房地

产项目，还有的甚至让可移动文物流离失所、

让不可移动文物烟消云散。相关单位或个人

大多打着诸如包装、美化遗产之类的旗号，却

把珍贵遗存糟蹋得不成样子。

文物的特性就是旧。经过岁月的洗礼，

虽然没有当初那样光彩夺目，却遗留下珍贵

的文化信息，具有重要的潜在经济价值，对于

科学研究、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也有意义。

范仲淹有诗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

田地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后人在

后头。”如果只顾眼前利益，我们还有多少东

西可以留给后人呢？在进行文化遗产开发之

前，我们应有敬畏之心，精心整合出最科学合

理的方案，做到三思而后行。 （杨开新）

“非遗”开发

当 三 思

“非遗”开发

当 三 思

事件回放：

在近日举行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深圳经
济特区助人行为保护条例 （草案）》 提请初审。《条例
(草 案)》 拟 定 了 8 项 规 定 保 护 好 心 人 免 受 诬 陷 ， 推 行

“无罪推定原则”、“责任豁免原则”和“谁主张谁举证
原则”是其 3 大核心内容。

三言两语——

《深圳经济特区助人行为保护条例（草案）》仅有千余

字，却针对救助人可能遇到的法律责任作出明确，其规定

的有关制度具有较强操作性，有利于鼓励和保护助人行

为，保障救助人的权益，避免好心施救却遭“反咬一口”的

现象发生。

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是一种高尚的品德和行为，值得

全社会肯定，也值得每一个人学习。近几年，寓言中“农夫

与蛇”的故事不断上演现实版，让人们患上“救助者恐惧

症”。因害怕做了好事引火烧身，人们对救助他人产生了畏

惧情绪，以致于有老人跌倒却“不敢扶”、孩子受伤竟“不敢

救”。这样的现象让人们忧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见

义勇为者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

深圳市适时推出这个条例，让法律法规为见义勇为行

为保驾，不仅能让所有见义勇为者欣慰，更有助于引导人们

知荣辱、讲正气、尽义务，有利于形成扶正祛邪、惩恶扬善的

社会风气，为美丽中国、和谐社会积聚起更多的正能量。

见义勇为积聚正能量
王 琳

好面子，看似小毛病带来的却是大问题。铺张浪费不仅给个

人、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更使我国自然资源加剧匮乏，给国人

的生存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

新闻漫谈

树立科学理性消费观 ③

蛇年春节，俨然成为央行调控流动性

的一个分界线。此前，2012 年 6 月 26 日至

2013 年 2 月 7 日，央行连续开展了 35 周的逆

回购操作，总规模逾 7.3 万亿元；节后，央行

公开市场操作变成连续 3 次的正回购，共计

规模 550亿元。

从投放资金的逆回购操作，转为回笼

资金的正回购操作，是否意味着央行货币

政策开始转向并趋紧？当前货币调控面临

怎样的环境？今年货币调控应秉持怎样的

操作思路？

2 月 19 日，央行在时隔 8 个月后重启正

回购操作，也使公开市场告别了单向的“放

水”格局。统计显示，上周净回笼资金 9100

亿元，本周或继续维持净回笼格局。主要

原因在于，春节后大量现金回流以及新增

外汇占款可能大幅增长，导致资金面非常

宽松，央行适时开展正回购操作，可以动态

地调节市场流动性，从而既有力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又有效稳定通货膨胀预期。

因此，央行重启正回购操作应当视为

节后正常的流动性管理，而非政策紧缩的

开始。从 3次正回购中标利率看，28天期和

91 天期分别为 2.75%、3.05%，同去年 6 月 26

日正回购操作暂停前一致，且明显低于同

期限质押式回购利率，表明央行没有回收

长期流动性的明显意愿，更不能得出正回

购释放政策收紧信号的结论。

应当看到，市场中存在着对于未来政

策趋紧的担忧。

从国际情况看，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缓

慢，部分经济体债务负担沉重，“紧财政、宽

货币”渐成主要发达经济体长期政策的选

择，我国仍面临来自贸易、金融等方面的挑

战。从国内情况看，今年 1 月份出口增速创

21 个月新高，社会融资规模和新增信贷强

劲增长，PPI 环比由跌转升，受春节黄金周

影响消费也快速增长，这些数据显示经济

正在温和复苏中。

另一方面，1 月 CPI 环比上涨 1%，同比

上涨 2%，物价上行压力仍然较大；房地产销

售出现反弹，个人购房贷款、地产开发贷款

增速继续回升，令投资者担忧流动性宽松进

一步推高房价和通胀。此外，央行数据显

示，截至 1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达 99.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9%。这一数据也引发

了市场中对于“货币超发”以及通胀的持续

讨论。虽然我国货币创造机制与发达国家

存在诸多不同，“货币超发”之说需辩证看

待，但流动性相对宽松的现象仍值得关注。

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相应地改

变着央行货币调控的力度和节奏。当前，

货币政策仍应将“保持合理的市场流动性”

放在重要位置，同时还需特别关注预期变

化可能对未来物价产生的影响，今年稳健

货币政策总体上将保持真正意义上的“中

性”，并不断增强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

有效性。

在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方面，央行将根据

国际收支和流动性供需形势，合理运用公开

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及

其他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组合，引导市场利

率平稳运行。具体在公开市场操作上，未来

央行可能交替使用正、逆回购进行精确调

节，确保市场流动性处于相对平稳状态，为

实体经济发展营造稳定的货币环境。

货 币 政 策 未 转 向 趋 紧
王信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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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金融形势的发展变

化，相应地改变着央行货币调

控的力度和节奏。货币政策

仍应将“保持合理的市场流动

性”放在重要位置，同时还需

特别关注预期变化可能对未

来物价产生的影响，今年稳

健货币政策总体上将保持真

正意义上的“中性”，并不断增

强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

效性

随着金融信息化水平的日益提升，银行卡

为人们的消费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也让不法分

子有了可乘之机。猖獗于网上的银行卡非法买

卖行为，需引起社会关注。

在网上，只要搜索“销售银行卡”，会有几十

万条搜索结果显示，其中大部分是专门出售银

行卡的网站。笔者看到，某网站表面上完全是

正规的电子商务网站，其“产品展示”、“在线交

流”等板块一应俱全。网站中间位置还有“本站

产品均为全新、无使用记录，方便、安全”、“在我

们这里定制的产品可长期使用，无后顾之忧”等

字样。网站的醒目位置还留有 QQ 联系方式。

这些网站销售的银行卡通常种类齐全、明

码标价。一张普通借记卡的价格一般在 200 元

至 500 元，如需开通网银要另加 50 元至 100 元。

据知情人士透露，网上非法买卖的银行卡许多

系真卡，一些网站每天能卖出几十张。

“卡贩子”手中的银行卡从何而来？主要有

两大渠道：一是派人四处搜罗，将一些持卡人手

中闲置的银行卡低价收购后，再以较高价格倒卖

出去；二是从信息贩卖人员手中非法批量购买个

人信息，从不法分子手中收购遗失或伪造的身份

证件，然后想方设法办理银行卡倒卖。

银行卡非法买卖现象的存在，为种种违法

犯罪行为开了方便之门。利用买来的银行卡和

虚开的账户，不法分子实施洗钱、诈骗、行贿受

贿等犯罪活动无疑更易得手，还使得一些小企

业主借之偷税漏税成为可能。

为维护良好的经济金融秩序，净化银行卡

使用环境，对于随意买卖银行卡必须予以遏

制。各级职能部门应加大监控与侦破力度，严

打网上买卖银行卡行为；发卡银行要进一步加

强内部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尤其是要强

化业务风险排查，不给那些别有用心者违规操

作留空子；持卡人切莫贪图小利而将自己闲置

的银行卡卖给他人，以免招致法律风险。

应禁绝买卖银行卡
周慧虹

薛红伟薛红伟作作

朱慧卿朱慧卿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