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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时评

同 工 同 酬 ，说 到 更 得 做 到
龙敏飞

7 月 1 日起，新修订的《劳动合

同法》将正式实施。其一大亮点是

明确规定“临时工”享有与“正式工”

同工同酬的权利，并赋予人社部门

依法开展经营劳务派遣业务行政许

可的权利。

临时工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

现象饱受争议。两者干着同样的工

作，工资却相差许多，各种福利更是

不在一个水平。这样的现象无疑不

合理，如今进行纠正是一种制度善

意，也在鼓励企业走长期用工的路

子，提倡公平合理的用工环境。

不过，许多人担忧这样的规定能

否得到有力执行。毕竟，早在 1995

年，我国《劳动法》就明确规定了“全

员劳动合同制”和“同工同酬”制度。

如今 18 年过去了，这些规定仍未有

效落实，“临时工”的权利仍然得不到

保障与落实。

谁都不愿意看到善法没有“善

果”。要确保同工同酬，不仅需要法

律护航，更需要制度善后。对普遍

存在的执法疲软情况应进行纠正，

确保法律执行力。对长期存在的

“问责轻飘”顽疾，也应根据新的法

律予以根治，绝不能让法律成为“没

牙的老虎”。

从根本上说，要消除同工不同

酬的现象，就要让“临时工”退出历

史舞台，废除用工“双轨制”，唯此才

能营造公平的用工环境，确保每一

个职工更有尊严地生活。

大雨考验城市“里子”
雷泓霈

打造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升级版
徐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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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0 周年。10 年来，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双

方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

格局。

作为全球发展中国家间的最大自贸区，

中国—东盟自贸区涵盖 19 亿人口，发展势

头迅猛，区内贸易额从 2002 年的 548 亿美元

上 升 至 2012 年 的 4001 亿 美 元 ，年 均 增 长

20%以上。中国已连续 4 年成为东盟最大的

贸易伙伴，而东盟也已超越日本，成为继欧

盟和美国后中国在全球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在投资领域，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快速

增长，投资领域从传统的建筑行业和工程承

包向新能源、制造业、商业服务等领域拓展。

目前，中国东盟间的双向投资金额累计已突

破 1000亿美元大关，东盟成为中国企业在海

外投资的第一大市场。中国同时成为缅甸、

柬埔寨等东盟国家的最大投资来源国。

不仅如此，中国与东盟国家间文化、教

育、旅游和青年等各领域交流也日趋频繁。

可以说，现在中国—东盟关系正处于一个全

面发展的好时期。但是也应该看到，进一步

夯实双边务实合作的基础，还有许多可做的

工作。比如，双方还缺乏产业间的整体合作

和配套合作，互联互通有待进一步推进。打

造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升级版，有许多文

章值得琢磨。

当前，中国与东盟发展阶段相似，双方

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科技、农业等领域的

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就基础设施而

言，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0 年到 2020 年的

10 年间，东亚地区基建资金需求规模为 8 万

亿美元。这为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提供

了抓手。

经济要发展，基建必先行。而且先行的

基建，只有联网成片，才能实现效益和功能

的最大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各国

同样面临“保增长”与“调结构”的两难困境。

对此，一些东盟国家敏锐地开出新“药方”，即

扩大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例如，泰国政

府计划以港口、轨道系统和公路网络等基建

为重点，改变物流基础设施的“短板”现象；

印尼政府计划在 2013 年把公共支出提高到

GDP 的 15%。去年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经

济部长系列会议提出，希望吸引更多中国企

业参与东盟和中国的互联互通建设。未来

一段时期，中国东盟间的全方位、深层次战

略性的互联互通建设，前景可期。推进中国

与东盟间的互联互通建设，将成为驱动双方

经贸合作升级的重要引擎。

深化产业合作，促进行业对接，是打造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升级版的另一法宝。随

着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第二

批具体承诺议定书的签署，双方在服务贸易

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给予对方优惠待

遇，这将加速中国东盟间的经济一体化进

程。双方可充分利用相互开放市场的有利

条件，积极进行产业合作，打造优势互补的

产业链，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行业商协会间

的对接，是催化产业合作的良方。

中国与东盟各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拥

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互联互通建设和产业

合作，将促使双方经贸合作不断升级。

中国与东盟发展阶段

相似，双方在基础设施建

设、能源、科技、农业等

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前

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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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气象台 25 日发布消息，长

江流域主汛期已悄然而至，强降雨

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月底。在杭州，

暴雨天气致部分地下室住户严重进

水，居民纷纷舀水自救，有的甚至

动用了抽水泵。另据报道，珠海日

前也突遭大雨袭击，城市部分主干

道浸水严重，多条公交线路停止运营，数所学校积水

严重被迫转移学生。

近年来，城市内涝已经成为需要引起重视的安全隐

患。令人遗憾的是，在不少城市的总体规划和具体实施

中，“重面子、轻里子”问题仍很突出，有些主政者和

规划者缺乏长远眼光，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开发和利用城

市地下空间的价值。在这方面，国际上已有不少成功经

验，既充分利用了地下空间满足城市发展需求，也起到

了应急避险等作用。

笔者认为，为了避免暴雨影响到城市正常秩序，必

须弥补地下管网建设的严重脱节。这就需要在注重地面

建设的同时，重视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比如修建蓄水

设备、污水处理设备、修建交通路线、地下管网等地下

公共设施，实施统一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虽然这

需要不少的财政投入，但能有效减少洪涝等灾害带来的

损失，也有利于构建安居乐业、井然有序的生活环境，

长远来看是划算的。

按 图 索“ 骥 ”

粮 食 连 年 增 挑 战 仍 不 小
乔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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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长期稳定地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挑战依然不小。必须进一步完

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健全农产品价格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增强

务农种粮吸引力——

（更多内容请浏览经济日报腾讯法人微博
http://e.t.qq.com/jingjiribao）

（更多内容请浏览经济日报腾讯法人微博
http://e.t.qq.com/jingjiribao）

当前正是樱桃上市的高峰期，而前一时期的阴雨
导致北京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樱桃沟村的樱桃大量裂
果，优质樱桃比往年减产九成。樱桃沟村的村民们希
望，有关方面能推出针对小作物的政策性保险，增强
抗风险能力。

【微评】 樱桃沟村的遭遇并非偶然，在种植业、

养殖业中因灾减产减收比比皆是，如禽流感事件就给

养禽业带来巨大的打击。近年来，中央多次指出要大

力发展农业保险。实践也证明，在一些农业保险发展

较好的地方，农民吃了“定心丸”，生产积极性比较

高，农业抗风险能力也得到了增强。希望农业保险发

展的步子再快一些，让农业发展更加坚实，让农民生

产更加安心。

农业保险应加快发展步伐农业保险应加快发展步伐

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178.05万辆和176.15万辆，今年前5个月累计
产销分别完成907.72万辆和902.81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13.5%和12.6%。值得关注的是，5月份汽车月出口
低于上年同期，为近5年来首次下滑。

【微评】从前 5 个月的数据看，今年汽车出口不

容乐观。在过去 4 年里，中国汽车出口销量持续高

速增长，同比增幅均超过 30%，但结构不合理一直

是中国汽车出口的问题。在中国出口的汽车品种

中，售价较高的中高端乘用车和中重卡车型比重较

小，小排量乘用车和微型轻卡比重较大。汽车企业

若想成功“走出去”，不能仅追求“量”，必须注重

“质”的提升。在数量上暂时的领先并不能变成企

业核心的优势或者战略优势，中国的汽车自主品牌

必须在技术研发、工艺创新、产品质量、品牌附加值

等方面下功夫。

汽 车 出 口 求 量 更 要 重 质

20岁的四川省崇州市女孩王倩在复读一年后，
今年高考成绩离三本线仍差6分。得知成绩后，她
选择了割腕、喝农药结束生命。她在遗书上写道：

“爸妈，我对不起你们⋯⋯只有我死了，你们才能轻
松。”

【微评】 这位姑娘因 6 分差距就轻率地选择轻

生，让人心痛。高考不过是人生的一次经历，高考的

失利也并不代表人生的失败。希望考生能够以平常心

去看待高考，家长和社会也应立足考生实际，设身处

地从考生角度出发，理解和尊重他们，给他们减压，

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化失为得。同时，也希望高校、

社会能建立起多元化的人才选拔通道，莫“唯分数”

论成败。

高 考 失 利 并 非 人 生 失 败高 考 失 利 并 非 人 生 失 败

农业部日前发布的信息显示，我国夏

粮丰收已成定局，夏粮产量迎来“十连

丰”。2004 年以来，在经受了耕地和水资

源约束“双紧”、气象灾害与生物灾害

“双灾”、物化成本与人工成本“双涨”等

多重考验下，粮食连年增产成为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突出亮点。

全年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 1 万亿

斤 以 上 ， 耕 种 收 综 合 机 械 化 水 平 达 到

57%，农业科技贡献率达 54.5%，粮食作物

良种覆盖率达 96%以上，我国农业发展已

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步入主要依靠科技轨

道。可以说，我国粮食生产基础正不断夯

实，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

不过，在人口总量增加、城镇化水平

上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农产品工业用

途拓展等因素影响下，我国农产品需求持

续刚性增长，主要农产品供给已由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总量平衡、丰年有余，转

变为目前的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紧缺。

同时资源约束趋紧、气候变化影响加剧等

因素的挑战逐渐突出。连年增产后，要长

期稳定地保障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

供给，挑战依然不小。

从需求看，我国每年人口总量增加约

700 多万人。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

每年城市新增人口 1000 多万人，大量农村

人口向城镇迁移，每年粮食需求要增加 40

亿公斤。此外，随着农产品加工用途的拓

展，粮食的使用领域在不断扩大，也增加

了需求。

从生产看，当前农业生产的要素和

环 境 已 绷 得 很 紧 ， 农 业 资 源 利 用 强 度

高、转化效率低的矛盾日益加剧。随着

城镇化快速发展，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

难度越来越大。农田灌溉用水缺口达到

300 多亿立方米，近 10 年年均因旱灾损

失粮食 600 亿斤以上。

从进口结构看，我国口粮需求保持基

本稳定，但粳稻供求一直偏紧；谷物的饲

料需求、加工需求保持较快增长，玉米由

长期净出口转为持续净进口，饲用小麦明

显增加；大豆、油料、食糖等需求旺盛，

进口增加。

从种植效益来看，由于物化成本和人

工成本不断提高，据统计，2011 年 3 种主

要粮食每亩净利润 251 元，远低于农民同

时段的务工收入。根据入世承诺，我国

“黄箱”支持总量可达农业总产值的 8.5%，

但目前实际只有 1%。部分农业补贴政策激

励效应递减，利益补偿力度偏小。

从种粮主体来看，目前我国有 2.6 亿

农户，户均经营土地不到半公顷，不利于

形成规模效益。同时，农业劳动力素质下

降问题也日益突出。许多地方以妇女和中

老年务农为主，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比重

超过 50%，而占农民工总量 60%以上的新

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回乡务农。

总之，在农业生产成本持续上升、比

较效益持续低下、国际市场持续冲击的情

况下，必须进一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

系，健全农产品价格支持保护制度，发展

农产品精深加工，增强务农种粮吸引力。

针对农资价格上涨，要推动建立健全农资

综合补贴和农资价格动态联动机制。

同时，粮食规模经营问题还需要进一

步解决，比如加快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

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令人欣喜的是，

农民合作社开辟了农民合作的新机制，解

决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的问题。我国家庭

农场也已开始起步，表现出了较高的专业

化和规模化水平。

审计署日前公布的 57 个中央部门单位 2012 年预

算执行情况显示，多个部门在“三公经费”方面出现

问题。

“三公经费”中的公务招待费用超标在本次审计中

多次出现，部门会议支出超标现象比较普遍。比如，在

审计国家发展改革委过程中，审计署发现其 2012 年有

11 个会议在非定点饭店召开，涉及会议费支出 108.15

万元。

现在的问题是，“三公经费”超支后怎么办？审计

署大多数的处理仅仅是要求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并

没有更多的措施来惩治。这里面或许有其他原因不便多

讲，但对其中的违规违纪现象必须予以查处，如果不能

有效遏制，审计就会失去公信力。

加强对会议、出国费等方面的审计，与近年来强

调严控“三公经费”的背景有关。除了加强预算编制

之外，有关方面还应审视规定、制度本身的合理性，

并完善配套制度。比如，在审计署的报告中，部分单

位通过“转嫁费用”来控制会议消费被明确点出。一

般 来 讲 ，“ 转 嫁 费 用 ” 多 是 上 级 部 门 向 下 属 部 门 转

嫁。因此，应该在财务制度上堵死这个缺口，杜绝其

再次出现。

这些年中央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已有很大进步，一些

问题还在频繁发生，说明相关制度还不够完善。审计公

告显示，审计署 2012 年度预算执行中不符合财经制度

规定的问题金额 446.87 万元，其他财政收支方面问题金

额 1957.43 万元。审计署是负责审计中央部门的预算执

行情况，是国家钱袋的“看门人”，出现这样的问题更

不应该。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论是审计署的审计，还是

财务制度的设计，都不能仅仅依靠人们的自我道德约

束，需要依靠完善的制度和严厉的监管，才能实现审计

不出问题。

审计后 待问责
孙 勇

张国亮张国亮作作

在日前结束的安徽省

直监狱系统公务员面试过

程中，有人拾获了一名考

官掉落的考生相片，相片

背面还写有该考生的姓名

和报考职位代码。

据了解，该考生父亲

为安徽省某单位领导。这

场面试被舆论认为存在提

前内定等黑幕。

（宗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