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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做好城市排水
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网友认为，政策非常及时，但如何
保证工程质量、如何对建设过程进行监督更重要。

网友点评：
@甲级资质：甚好！不过我担心实际做出来的

东西会达不到标准。城市规划能力以及管理水平可能

会对通知的要求打折扣。

@野山草民：城市涵水问题也该考虑，中国的

绝大多数城市是缺水的。

@黑河金太阳：早就应该把最基础的设施搞

好，这是重视民生的最好表现。

自3月上旬以来，湖南汉寿县围堤湖农民将自种
的近万亩白菜、包菜耕除。一些农户表示，卖得多就亏
得多。网友纷纷出招，认为政府应建立相应保护机制，
切实降低物流费用等才能避免“菜贱伤农”。

网友点评：
@sarah-伊景然：菜农说菜贱卖难，可在深

圳、广州等地，最便宜的蔬菜也要四五元钱一斤，卖

菜的也总抱怨现在拿货越来越贵，生意不好做。那这

钱到底谁赚了。

@冷静的小脑：政府解决菜篮子问题时让民众

看到的是突击式行动，希望制定一个机制，让菜农和

市民都放心。

@陆陆看好：为什么我们买的菜并不便宜可是

菜农还是亏本呢？因为有炒家、渠道商、私人菜场业

主在控制价格。合作社可以控制渠道商，国有菜场可

以补贴摊位费和菜价，立法可以严惩炒家。

菜 贱 卖 难 根 在 流 通 环 节

排水设施建设需严格监督

清明节即将到来。通过祭扫来

寄托今人对已逝先辈的哀思，是我

国的一个传统。

不过，集中于清明时节的祭扫

活动，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据中消

协统计，我国每年在清明节期间用

于祭祀焚烧的纸张达千吨以上。清

明节当天，全国“白色浪费”高达 100 多亿元。除了

污染环境，祭扫烧纸还会带来防火安全隐患；大批人

流集中出行，也造成交通拥堵等问题。有人认为烧纸

越多，越能体现对先人的尊敬；还有很多人出于从众

心理，盲目增加了祭扫开支。

其实，祭扫讲的是心意，而不是排场。我们应当

大力倡导低碳环保的文明祭扫方式。例如，鲜花祭祀

方式就能让清明祭扫走向绿色文明，并且无损于表达

哀思、纪念先人的心意，应该大力提倡。同时，不妨

选择错峰拜祭或网络祭扫等其他祭扫方式，节省出行

成本，减少交通压力。

只要祭扫的形式不与纪念先人的祭扫意义产生错

位和背离，选择绿色文明的祭扫方式就是可取的，更

值得大力提倡和推广。对此，我们每个人都应作出自

己的努力。

（作者单位：江西省湖口县教育局）

文明祭扫 重在心意
郑 文

近期，我国推出了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体现出鲜明的市场化走势。同时，电力、天

然气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热点。资源价格改革的目标不仅是要

与国际接轨，还要打破资源领域的垄断格局，实现市场的公平竞争——

资 源 价 格 改 革 机 不 可 失
范 为

银行业扶持新兴产业应准确预测企业发展前景，绝不能被企业的冲动绑架——

尚 德 悲 剧 也 是 银 行 的 悲 剧
马仁海

尚德昔日的光芒变成了众多银行心

头的阴影。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的债权

银行近日联合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

该公司破产重整申请。截至 2月底，包括工

行、农行、中行等在内的 9家债权银行对无

锡尚德的本外币授信余额折合人民币已达

到 71 亿元。目前有 6.08 亿元债权已经到

期，无锡尚德公司没有能力清偿。

根据尚德披露的 2012 年一季报，当期

实现营业净收入 4.095 亿美元，同比下滑

53%，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收益则为亏

损 1.33 亿美元。从当期资产负债表的情况

来看，截至 2012 年 3 月底，尚德电力的总

负债达到 35.754 亿美元，其中包括短期借

款 15.746 亿美元，应付账款为 5.799 亿美

元，长期银行借款为 1.312 亿美元，可转债

为 5.578 亿美元。在 2012 年一季度末，尚德

电力的资产负债率已经高达 81.64%。而同

期的现金流量表则显示，截至 2012 年 3 月

末，尚德电力所有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总

额仅为 4.737亿美元。

尽管尚德破产是市场优胜劣汰的必然

选择，但巨额银行贷款面临风险，暴露出银

行业管理上的严重问题。曾几何时，在光伏

产业概念化炒作下，银行蜂拥而至，为尚德

提供巨额贷款，可以说，从这一刻起风险就

已经预埋。数据显示，2005 年末，尚德电力

银行贷款仅 0.56 亿美元，到 2012 年底已攀

升至 37 亿美元,其中大型商业银行的信贷

资金较多。

尚德能够轻易从银行获得贷款，如此充

足的现金流也引发了尚德的盲目扩张。同

时，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的推动作用也不

可忽视，尚德破产，暴露出政府主导产业发

展模式，以GDP为纲“标尺竞争”的恶果。

尚德破产了，除了一地鸡毛的悲剧，还

有不堪收拾的银行悲剧，这无疑敲响了商

业银行的风险警钟。银行业应高度重视各

种潜在的信贷风险，尤其是对新兴产业扶

持，应准确预测企业发展前景，绝不能被企

业的“冲动”所绑架，加强企业市场前景和

风险预测，实现信贷投放稳妥可靠。

作为产能过剩的牺牲品，尚德的命运应

该给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敲响警钟。希望商

业银行和监管层能够警惕，正视银行业风

险防范与发展模式转变，银行业过去一味

追求大客户的粗放发展模式应尽快转变。

“重大轻小”一直是各商业银行贷款的不二

选择，大型企业成为各商业银行竞相追逐

的对象，而对于急需资金的小微企业则少

人问津。中小企业具有广阔的潜在市场空

间和发展机遇，更有利于商业银行寻求差

异化的竞争定位，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农村金融时报》供稿）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出新的成品

油定价机制，新机制与国际油价联动性更

强，市场化程度更高。外界认为，这意味

着我国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进一步加快，

预计未来天然气、电力以及资源税改革

等，也将在不影响物价走势的情况下，按

照市场化改革方向适时推出。

长期以来，我国资源性产品价格传

递 机 制 一 直 不 顺 。 为 保 障 国 计 民 生 稳

定，石油、天然气、水、电力等资源价

格 长 期 居 于 偏 低 水 平 ， 从 而 形 成 多 消

费多受益的现象。价格水平相对较低也

带来资源浪费，不符合我国建设资源节

约型社会的大趋势。同时，相关资源领

域 形 成 的 垄 断 还 带 来 了 市 场 不 公 平 竞

争，因此资源价格改革的目标不仅是要

与国际接轨，还要打破资源领域的垄断

格局，实现市场的公平竞争。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提出适时推

进石油、天然气、水、热力等资源性商品价

格改革，并且改革的市场化趋向越来越明

显。2011 年 5 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 2011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

点工作意见的通知》，提出要把“推进资

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作为重中之重。具

体 讲 ，“ 积 极 推 进 成 品 油 价 格 市 场 化 改

革。加快输配电价改革，推进竞争性电

力市场建设和大用户直接交易试点，完

善水电、核电、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形成

机制，调整销售电价分类结构，择机实施

居民用电阶梯电价。建立反映资源稀缺

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天然气价格形成

机制，进一步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

的比价关系”。

在上述背景下，我国相关领域的改革

不断推进。2012 年我国的通胀水平相对

比较温和，全年 CPI 低于 3%。同时，全球

大宗商品价格也相对处于低位，在这个时

候进行资源市场价格改革，带来的价格上

升对 CPI 的冲击不会那么明显，对实施酝

酿多年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来说，目前

较为良好的宏观环境可谓机不可失。今

年全国两会后，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也是

新一届政府的重要工作，新的成品油定价

机制的推出也反映出这一点。

笔者认为，不同的资源价格改革应因

地制宜地选择不同模式。其一，实行市场

供求调节下的阶梯式价格。此种方案目

前在居民生活用电中已经得到有效推广，

并且效果总体良好。其二，实行国家指导

价下的适度浮动价。可通过成本加成思

路，以各种资源性商品标准成本为依据，

加计一定比例的利润形成资源性商品的

国 家 指 导 价 。 市 场 经 营 主 体 再 根 据 国

家指导价和实际的市场状况进行一定幅

度的上下浮动。其三，实行资源性商品

合 理 比 价 下 的 市 场 自 由 价 。 有 研 究 表

明，我国资源性商品比价存在与国际资

源比价严重不对称关系。国际通用的按

热值计算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比价大致

为 1:1.5：1.35，而我国大致为 1:4:3，煤价明

显 偏 低 。 国 际 上 天 然 气 和 原 油 比 价 为

1.05:1，而我国为 0.4:1，天然气价格明显偏

低。作为严重缺水国家之一，目前我国的

平均水价仅为国际上许多国家水价的三

分之一。因此，可以借鉴国际通用的按热

值计算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比价，结合我

国实际能源生产情况，对煤炭、石油、天然

气价格进行适度调整。例如适当上调煤

炭、天然气价格，适当下调石油价格。

此外，在要素价格市场化的推进过程

中，还可运用税收、财政、金融等多种方式

来完成调整。比如，虽然是价格改革，但

可以发挥财税政策的作用，加大对使用节

能节水产品和低油耗、低排量汽车，以及

发展节能建筑等的财税扶持力度，加大对

浪费资源行为的惩罚性税收政策。通过

一些辅助手段来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

革的完成。

（作者系宏源证券固定收益部首席分析师）

松下连续两年巨亏，过晚关闭的在华等离子生产
线被认为是罪魁祸首。目前松下正在努力“去电视
化”。业内人士预计，松下有可能彻底退出中国彩电市
场。对此，网友觉得很可惜，但也理解，市场竞争就是
这么残酷。

网友点评：
@我是我：市场上松下的日用消费品很多，造成的

问题就是“船队”太大，“小船”各航各的，形不成合力。

@葫芦娃微博王：彩电的竞争异常激烈。液晶

屏技术不断提高，优劣转换优胜劣汰，科技产品就是

在激烈竞争中不断进步的。只当“跟屁虫”，永无出

头之日。

松下巨亏源于战略失误

楼 市 供 需 无 实 质 性 改 善楼 市 供 需 无 实 质 性 改 善
对于近日各地连续出台的“国五条”细则，有媒体评

论称，实施细则从抑制购房需求等角度看，并没有超出
“国五条”规定的内容，楼市未来的走势仍然扑朔迷离。

网友点评：
@木门道人：地方“国五条”细则之所以不痛不痒，

主要原因是调控会减少税收，不合政府利益以及之前调

控的效果不佳等。

@湖语：楼市中的需求和供给都没有发生实质性

改变，部分限购相当于部分需求减少，但部分增税相当

于推高房价。

针对有关“天然气价格将大幅上涨”

的传闻，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辟谣称，消

息并不属实，价格调整有严格程序规定，

须举行听证会。笔者认为，理顺天然气等

资源性产品价格有利于调整能源结构、推

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势在必行，但因

其与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在实际工作

中应稳妥推进。

近年来，我国天然气消费量每年都呈

两位数增长，在冬季用气高峰期，很多城市

常常出现“气荒”。

我国天然气价格水平偏低，没有完全

反映市场供求变化和资源稀缺程度，不利

于天然气合理使用。特别是近年来进口中

亚天然气价格更贵，却按国产气价格亏损

销售，形成了“价格倒挂”。理顺天然气价

格形成机制不仅必要而且相当迫切。

但在具体改革过程中，因政策性强、涉

及面广，须小步快跑，稳步推进。首先，应

使价格更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

程度。我国天然气定价一直采用成本加成

法，目前广东、广西已试行天然气与可替代

能源价格挂钩调整的机制。同时放开了页

岩气、煤层气、煤制气等非常规天然气的出

厂价格，实行了市场调节。

其次，可研究制定阶梯气价政策，通过

分开计价实现细分市场的差别定价，提高

用气效率，同时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用

气需求，引导天然气合理消费。

在具体实施中，则可以考虑逐步推

进。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曾表示，

我国天然气价格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放开天

然气出厂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但由于

国内天然气用户承受能力有限，完全理顺

天然气价格还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涨价并不是天然

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初衷，“逢改

必涨”也不是价格改革的普遍规律，改革

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价格形成

机制。

天然气价格改革宜稳步小跑
黄晓芳

刘道伟作刘道伟刘道伟作作

有报道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发区

的鸿翔路一带高档饭店扎堆，被称为“吃

喝一条街”。春节前后，在相关政策影响

下，这里清静了不少。但最近这里再次车

水马龙，各大饭店门前停满车辆，公款吃

喝、铺张浪费现象又有抬头之势。

表面上看，吃喝、浪费之风的抬头与

某些部门某些官员政策观念淡薄、自律意

识太差、没能认真落实中央要求有关。从

深层次考虑，笔者认为，他们之所以还能

够公款吃喝、铺张浪费，就在于“不差钱”。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一项调研

显示，在一些地方政府预算中，“其他支

出”数额巨大，最高的能占本级支出的

40%。这些地方政府预算支出中“其他支

出”不仅数额巨大，账目也不清晰，以致于

奖金补助、公款吃喝等费用都可以装进这

个“筐”。这一做法显然不利于中央厉行

节约精神的落实。

今年前两个月，我国中央财政收入

同比仅增长 1.6%。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深

层次影响的继续，特别是我国结构性减

税政策的实施，未来我国财政很难保持

高增速。政府更应该带头过紧日子，把

有限的资金更多投入到民生领域，使群

众过上好日子。财政收支必须科学严格

预算，预算审查必须更加公开、透明、

规范、完整，把相关收支列得清清楚

楚，让公众看得明明白白，对遏制公款

吃喝等浪费现象建立强有力的约束机

制。同时，对于违规人员，有关部门必

须严肃查办，绝不手软。

新闻漫漫谈

严格预算管住公款吃喝
马洪超

薛红伟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