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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 月 13 日讯 记者殷楠报
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今天表示，
今年 2 月份我国 CPI 达到 3.2%，高于预
期，表明需高度警惕通货膨胀。今年货币
政策将高度关注通货膨胀，高度重视物价
稳定。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今
天邀请央行负责人就“货币政策与金融改

革”相关问题举行记者会。针对媒体关注
的中国货币政策动向问题，周小川表示，
央行历来高度重视消费物价指数，今年将
通过货币政策等其他措施，希望能实现稳
定物价、稳定通货膨胀的预期。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我国将继续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广义货币 M2 预期
增长目标拟定为 13%左右。

周小川说，从数量上看，今年定 13%
左右的广义货币供应量预期增长目标，与
去年和前年实际实现的数字相比，应该是
趋于更紧一点，货币政策更强调中性的取
向，调控目标更强调物价的基本稳定。

“ 一 般 情 况 下 ， 如 果 总 需 求 过 度 的
话，会导致物价上涨，同时资产价格也会
上涨，这其中也包括房价、股票和其他资

产的价格。”周小川表示，央行将继续运
用结构性的信贷政策控制房价，“对于房
价来讲，我们有一些结构性的政策，几年
前就已经开始运用，比如首付比例和专门
针对房贷的利率，还有专门针对房地产的
一些价格调整措施。这些措施还会继续使
用，有的还会继续加大一定力度。”

（更多报道见5版）

今年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基调
将高度警惕通胀风险，继续运用结构性信贷政策控制房价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
《煤层气产业政策》，明确了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目标、市
场准入条件、勘探开发布局、技术装备研发、资源协调开
发、安全节能环保等内容。

在产业准入方面，要求煤层气企业具有一定的投资
能力和工程技术实力，从事勘探开发相关业务应具备相
应资质。在产业布局方面，提出要分区域分层次进行勘
探开发，鼓励煤层气就近利用、余气外输。鼓励开展煤与
瓦斯突出机理等基础理论研究，加快中低阶煤煤层气开
发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在资源协调开发方面，提出在煤
炭远景区优先煤层气地面开发。

国家煤层气产业政策发布国家煤层气产业政策发布

本报北京 3 月 13 日讯 记者崔文苑报道：近日，中
央财政紧急拨付特大抗旱补助费 1.2 亿元，支持云南、甘
肃、陕西、河南、湖北、四川等省做好抗旱救灾工作。这些
资金将支持兴建应急抗旱水源，提升应急抗旱保障能力，
专项用于修建泵站、拦河坝、集雨设施等抗旱应急设施等
方面。

近年来，为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工作，关于资金监管使
用的实施细则相继出台。财政部发布做好支持防汛抗旱
救灾工作的通知要求，建立顺畅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大防
汛抗旱救灾资金投入力度，优先调度及时拨付防汛抗旱
救灾资金，及时反馈防汛抗旱救灾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中央财政拨付抗旱补助费1.2亿元

本报北京3月13日讯 记者冯其予报道：上海国际
航运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全球港口发展报告（2012）》
显示，2012 年我国亿吨以上港口（包括沿海和内河港口）
新增至 29个，港口生产保持稳定增长，增速明显放缓。

数据显示，2012 年我国规模以上港口共完成货物
吞吐量 97.4 亿吨，同比增长 7.4%。受国际需求疲软及
国内经济转型双重压力影响，去年我国前 5 大港口货物
吞吐量增速均未超过 10%。不过，没有高基数压力的
中、小港口仍以两位数增幅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

我 国 亿 吨 大 港 增 至 29 个我 国 亿 吨 大 港 增 至 29 个

“你帮我问问参加两会的代
表委员，空气污染到底该怎么治
理，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北京
信息科技大学教师刘晓梅说，“空
气质量事关身体健康，可是个大
问题。”

刘晓梅的期盼，正是众多代
表委员高度关注的话题，更是今
后政府工作的重点。政府工作报
告已明确提出，下决心解决好关
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土壤
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改善环境
质量，维护人民健康，用实际行动
让人民看见希望。

要呼吸清新空气，必须大力
推进节能减排，加快调整能源结
构，加强联防联控，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在两会的热烈讨
论中，一条综合治理空气污染的
思路愈见清晰。

要根治雾霾，关键是控制污
染物排放，燃煤污染、机动车尾
气污染、区域性污染、工地扬尘
等 是 PM2.5 的 主 要 污 染 源 。 其
中，机动车尾气污染深受社会关
注，国家也已给出了油品升级的
时间表。日前有调查称，机动车
尾 气 占 北 京 PM2.5 污 染 源 的
50%。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温香彩并
不 赞 同, “ 空 气 污 染 的 成 因 复
杂，与每座城市的产业结构、生活方式等都有关系，不
能说机动车尾气是雾霾的主要来源。要对不同污染源有
准确的定性描述和定量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在治理雾
霾中对症下药。”

对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周吉平给出了另一个建议，“用液化

天然气替代汽车和船用的柴油，可减
少 96%的 PM2.5 污染。空气污染主要
来自燃煤污染，伦敦告别‘雾都’最有
力的措施就是实行了‘气代煤’工程，
用天然气代替燃煤，天然气的比例从
0.4%提高到 36%。而我国目前煤炭
在一次能源消费中高达 68.8%，天然
气只占 5%左右。 （下转第二版）

大气治理思路愈见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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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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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围绕“到
2020 年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宏伟目标”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从昌都到拉萨、成都、昆明，距离都在
1000 公里以上，生产生活物资运输成本
高。”西藏代表团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
全国人大代表、西藏昌都地区昌都县城关镇
通夏村党支部书记加永尼玛发言，目光不时
与圆桌对面的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交流。

全国人大代表、西藏山南地区行署副
专员云丹抓过话筒说，“我们全区就只有拉
萨至贡嘎机场这一截高速路，地市之间都
不通高速路。”此语一出，也引来林芝、日喀
则等地区代表纷纷加入讨论：增强西藏发
展“造血”能力，首要是疏通“血管”。

道路通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
础，更牵动代表的心。他们建议，要继续加
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期盼更多的地

区到拉萨通高速，更多的村通公路。
全国人大代表、西藏林芝地区行署副专

员红卫认为，对于西藏来说，发展旅游产业，
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以林
芝地区为例，当地生态良好，通过大力打造
旅游景区，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极大地促进
了当地经济发展。“去年林芝地区接待国内
外游客 227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8 亿元，
占当地GDP的24.3%。”红卫代表说。

“由最初的5户发展到110多户，散户数
量已经达到 2000 多户。去年销售 175 万只
鸡，加上藏鸡蛋，去年收入 1400 多万元，合
作社每位成员一年的收入已经超过 6 万元
⋯⋯”全国人大代表、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
贡桑养殖专业合作社法人代表益西卓嘎用
一组数据证明，只要改变传统的经营方式，
用现代农牧业理念去发展当地的特色优势
产业，远远落后于内地、仍以农牧业为主的

西藏实现快速发展是完全可能的。
小康社会是“等不来”、“要不来”的，是

靠实干“干出来”的。3 月 11 日上午，结合
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参加西藏代表团审议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人大代表、西藏自治
区党委书记、西藏代表团团长陈全国表示，
关键是要领会科学内涵，把握精神实质，切
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上来，统一到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决策
部署上来，自觉用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陈全国代表提出，要努力做到在推进
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上有新举措，在保障
改善民生上有新成效，在巩固发展民族团
结上有新进展，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上有
新气象，在加强党的建设上有新局面，全力
以赴将占伟大祖国八分之一面积的这片美
丽辽阔疆域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

雪 域 高 原 期 待 跨 越 发 展
——人大西藏代表团热议如何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本报记者 夏先清 代 玲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经济增长预期

目标为 7.5%左右，代表委员们普遍反映这

个目标切合实际，定得适宜。李稻葵委员

认为，从发展的角度看，必须保持一定的速

度，这是“为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提供必要

条件，为转方式、调结构创造稳定环境”。

厉有为委员说，7%至 8%的经济增长将成

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一种常

态。林毅夫委员认为，如果能够充分利用

技术创新及产业升级上的后发优势，我国

就有望实现一倍或两倍于发达国家经济增

速的发展，也即 8%左右。

我国中西部地区有着后发优势和相对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是补“欠账”。一些来自西部的代表委员认

为，经济快速发展有利于解决许多社会问

题，有利于改善民生，但不能走“先污染、后

治理”的老路，要考虑到从发达地区转移过

来的产业是否会对资源、环境产生巨大破

坏，应力避其短，扬己所长，使后发优势得

以充分发挥。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增长的质量比速

度更重要。政府工作报告在解释经济增长

速度时特别强调，“必须使经济增长与潜在

增长率相协调”，“要切实按照科学发展观

的要求，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心放到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上，放

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推动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

报告中提到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各

种资源在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

的最大经济增长率。当前，劳动力、资本等

对潜在增长率的约束相对偏小，导致各地

容易产生超高速发展的冲动。笔者了解

到，很多地方今年仍然把扩投资、上项目作

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普遍将全年投资增

速定在 20%以上，这明显忽视了技术进步、

资源能源、环境等因素对潜在增长率的约

束。当潜在增长率下降时，扩张性经济政

策不仅不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反而会积

累新的风险，如导致产能过剩。如果现实

增长超过潜在增长率，经济过热就会出现，

如导致通货膨胀。

评价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要

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使经济活动的参与者

从中受益。如果把 GDP 看成最重要的发

展目标，还要为其排队比拼，危害就会很

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韩正说，当前应该摆脱对 GDP 的偏好，

把更多精力放到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

质量和效益上来，努力保持一个适宜的增

长速度，使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走出一条

新路。

在新的形势下，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

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途径还是加快

改革。2012 年，我国在经济增长 7.8%的前

提下，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 4.1%，今年

的目标则是完成经济增长 7.5%左右、城镇

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6%以内。全国政协

常委、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认为，这样的目

标组合既体现了实事求是，也为转方式、调

结构预留了空间，“增速放缓有利于将更多

精力用于转方式、调结构，这是中国经济发

展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

摆 脱 GDP 偏 好 刻 不 容 缓
李己平

保障基本民生 发展社会服务
民政部负责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答记者问

发展目标背后的清醒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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