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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时评经济时评

在当前部分行业去产能刚刚开始、政府职能转变深入推进的关键时刻，一些地方对相关企业予以

财政补贴，不但无法帮助企业“化险为夷”，还会进一步加剧化解产能过剩的难度，妨碍转方式、调结构的

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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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慧卿朱慧卿作作

面 对 被 称 为 “ 史 上 最 严

厉”的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有人担心行动计划制定的

空气质量改善目标过高、任务

过重、举措过严，会给我国经

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当前，受国际国内多种因

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速出现放

缓，特别是今年以来下行压力

较大。但这不意味着为了稳定

经济增速，可以忽略经济增长

的质量和效益，更不能以此为

借口走上“牺牲环境换取经济

增长”的老路。

资源环境代价过高，一直

是 我 国 经 济 发 展 的 一 大 困 扰 。

应当说，新一轮大气污染防治

行 动 ， 恰 恰 是 破 解 这 一 难 题 ，

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重

要契机。

以河北省为例，多次公布

的全国 10 个空气质量最差城市

有6个至7个在河北。河北省钢铁

产能高达 3.2 亿吨，占全国 1/3，

正是祸首。但河北的钢铁以粗钢

为主，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发展

水平并不高。9 月 12 日同期公布

的 《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实施方案》 提出，到 2017 年，

河北全省钢铁产能削减 6000 万

吨。这既是改善京津冀地区空气

质量的有效举措，也将促进河北

省钢铁产业的健康发展，提升河

北经济发展的质量，为其发展后

劲积蓄力量。

长远来看，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我国经济发

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发展的潜力所在。仔细分

析不难发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的加快调

整能源结构、严格节能环保准入等一系列严格的

“组合拳”，不仅着眼于大气污染治理，也直面我国

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不仅以改善空气质量为目

标，还能同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生产力布局优化

和企业转型升级，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一个突破口，有利于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统

筹起来。

着眼当下，此轮大气污染防治的投资额高达 1.7

万亿元，必然会对 GDP 增长产生正向拉动作用。环

保产业就是直接受益者，资本市场对于行动计划的

积极反应就是证明。有专家预测，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的执行可拉动 GDP 增长 2.39 万亿元，其中与

大气污染治理相关的环保产业产值将增加 1 万亿元

以上。此外，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等行业也都将

是受益者。

大气治污是优化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也必

将为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输入正能量。

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鲍晓倩

近 期 披 露 的 钢 铁 企 业 年 中 业 绩 显

示，虽深陷产能过剩困局、吨钢利润大

幅 缩 水 ， 大 多 数 钢 铁 企 业 依 旧 能 够 盈

利，这一点着实让人难以捉摸。除钢铁

行业，煤炭、有色金属等行业的部分上

市公司也存在“经营困难而继续赢利”

的怪现象。究其原因，除了去年同期基

数低、原材料价格下滑等因素外，一些

地方政府加大对相关企业的财政补贴，

是造成这一怪现象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在当前部分行业去产能

刚刚开始、政府职能转变深入推进的关

键时刻，一些地方对相关企业予以财政

补贴，不但无法帮助企业“化险为夷”，

还会进一步加剧化解产能过剩的难度，

妨碍转方式、调结构的顺利进行。

一方面，地方政府用财政手段对困

难企业补贴，产生的企业“盈利”是虚

假繁荣。这种扶持只是延缓了落后产能

的 淘 汰 速 度 ， 无 法 使 企 业 形 成 造 血 能

力，难以培养企业在技术创新等方面的

核心竞争力。更糟糕的是，财政补贴起

到了不好的导向作用，极易使企业形成

“有困难、找市长”的政策依赖，影响企

业在结构调整中的主动性。因此，几乎

可以肯定地说，对产能过剩企业进行财

政补贴，无异于将宝贵的财政资金投向

无底黑洞。

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能够相对

随意地对亏损企业进行补贴，表明现阶

段 一 些 地 方 政 府 的 财 政 资 金 支 出 不 够

合 理 、 财 政 制 度 不 够 健 全 。 试 想 ， 如

果 各 地 财 政 部 门 能 在 预 算 环 节 就 划 定

明 确 范 围 和 标 准 ， 那 么 在 财 政 支 出

“硬约束”条件下，地方政府不可能轻

易 拿 出 “ 闲 钱 ” 对 预 算 外 事 项 进 行 补

贴。并且大量“计划外”补贴，必然会

分流财政对其他领域特别是民生事业的

投入，这与当前我国强调财政支出要更

加注重民生事业、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

方向明显不符。

在 当 前 化 解 产 能 过 剩 行 业 的 过 程

中，某些地方政府一看到企业困难就耐

不住性子、慌忙出手，表面看是出于对

当地企业的爱护和担忧，实则是犯下政

府 职 能 错 位 、 越 位 的 错 误 。 从 根 本 上

说，这是反映了其不敢面对经济转型升

级带来的阵痛，无法找准政府与市场、

社会之间的关系，依然固守 GDP 至上的

惯性思维。

我国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的进

程仍将继续，部分产能严重过剩的企业

最终必将面临市场的裁决，比如被其他

企业兼并重组，甚至被市场淘汰。这是

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正常现象，也是对

一些没有核心竞争力企业的必要惩罚。

当然，政府不是被动的“守夜人”，

应该重点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挺

身而出，使“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

的手”相得益彰。一是要建立化解产能

过剩的退出和援助机制，对最终破产关

闭企业的失业职工开展再就业及技能培

训 ， 将 财 政 支 持 的 着 力 点 放 到 职 工 安

置、社会保险等民生“托底”领域；二

是充分利用好财税手段，对企业进行创

新 升 级 或 化 解 产 能 过 剩 的 项 目 给 予 支

持，帮助企业提升发展质量；三是对部

分高能耗、高污染行业要收取惩罚性税

收，以此调节、控制和淘汰落后产能，

倒逼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同时，禁止财

政对产能过剩企业进行补贴，从制度源

头遏制地方财政的自由裁量权。

直 面 转 型 升 级 带 来 的 阵 痛
林火灿 李 景

2013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 15 日在

宁夏银川开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是优势

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在经济全球

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阿间

的经贸合作近年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当

前，中国是阿拉伯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

伴，而阿方也成为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

双方正共同努力，朝着 2014 年双边贸易额

实现 3000亿美元的目标奋进。

数据显示，1996 年中国与 22 个阿拉伯

国家间的贸易额不足 60 亿美元，2004 年这

一数字为 367 亿美元，2010 年随着中阿战

略伙伴关系确立，“中阿经贸合作论坛”

成立，为双边合作增添了新引擎，提供

了广阔的新平台和有效的新机制，2010

年中阿贸易首次突破 1000 亿美元。即使

是在 2012 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

贸易陷入低谷、中国外贸明显放缓的情

形 下 ， 中 阿 双 边 贸 易 仍 然 显 示 强 劲 活

力，逆势上扬，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

2224亿美元。

中阿交往源远流长。2000 多年前，古

丝绸之路上叮叮当当的驼铃声，打通了中

国与阿拉伯世界连接的千万里路。近代以

来，无论在争取民族独立、捍卫国家尊严

的斗争中，还是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进全球治理改革过

程中，中阿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彼此重大

利益和核心关切。中国把发展中阿关系作

为对外交往的重点，不断提升中阿合作的

深度和广度。阿拉伯国家在经受“阿拉伯

之春”后，进一步认清了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的中东政策本质面目，努力寻求适合

自己发展的道路，这给提升中阿宽领域、

多层次的合作带来新契机。

中阿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能巨大。

阿拉伯世界地处国际战略与交通要冲，常

规油气资源丰富，已探明储量占全球的

60%以上，号称世界的“加油站”。海湾合

作委员会 6 国“石油美元”丰厚，摩根士

丹利称其拥有的主权财富基金高达 2.5 万

亿美元，亟需寻找新的投资方向。中国经

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是阿方优

势产品长期稳定的大市场，阿拉伯国家的

能源和资金可以为中国打造经济升级版提

供动能。另一方面，近年来，广大阿拉伯

国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愿望更加迫

切，对中国的技术和发展经验需求陡增。

中国的“走出去”战略积累了丰富经验，

愿意将阿拉伯各国作为实施“走出去”战

略的重要场所，进一步深化中阿务实合

作。中阿间金融、石化、可再生能源、基

建、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前景可期。中阿经

济联系和相互依存进一步增强，经贸合作

蕴藏的巨大发展潜力得到进一步发挥。

中阿合作是我国向西开放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在对外开放的区域

格局上，正致力于更加均衡和协调，在提

升沿海开放、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进一步

扩大内陆开放、沿边开放，大力实施向西开

放。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扩大

与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合作与各领域的交

流，有利于完善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构筑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环境，促进

国内的区域协调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中阿是国际舞台上的好朋友，经济交往中

的好伙伴，发展事务中的好兄弟。中阿博

览会已成为中阿经贸合作的新平台、友好

往来的新通道、人文交流的新载体。随着

中阿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中阿博览会将为

更多中阿企业交流合作架起桥梁，促进双

方商品、服务和投资的双向流动。

中 阿 经 贸 合 作 正 迎 来 新 的 发 展 契

机，一 条 充 满 希 望 的 “ 新 丝 路 ” 正 在

展开。

开 辟 中 阿 合 作“ 新 丝 路 ”
徐惠喜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

升级的关键阶段，是阿方

优势产品长期稳定的大市

场，阿拉伯国家的能源和

资金可以为中国打造经济

升级版提供动能；广大阿

拉伯国家对搭乘中国经济

发展快车愿望更加迫切，

对中国的技术和发展经验

需求陡增

如今，绿色消费的理念已渐成时尚，但“不绿色”

的行为也不少。笔者认为，“不绿色”消费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没有发挥产业链条的倒逼作用。

笔者认为，实现绿色消费，需要整个产业链“动”

起来：生产企业坚持绿色生产，流通环节倡导绿色包

装，销售企业采购绿色产品，消费者购买绿色商品

⋯⋯以家电产业为例，这些年家电产业链“动”了起

来，消费者宁愿多花钱，也愿意购买绿色节能产品，

这使得生产企业有更大的积极性去生产绿色产品。可

见，绿色消费是构建绿色产业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它可以成为一种动力，引导企业生产、销售等环节的

行为，从研发到销售，从原材料到产品，从包装到物

流，形成一个互相促进、良性循环的链条。

如果仅在一两个环节发力，力量就难以持久，效果

也不会明显。以“限塑令”为例，我国实施“限塑令”

5 年来，对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也遭遇了大量超薄塑料袋重返市场的尴尬。数据显

示，5 年来，我国塑料袋使用量仅减少一成，且使用的

塑料袋并未得到回收利用，与生活垃圾混合处理，污染

严重。

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整个产业链缺乏联动，生产企

业照样生产超薄塑料购物袋，零售商依然能买到不达

标的塑料袋，而消费者的理念也不到位。不少人没有

“拎起菜篮子”、“提起布袋子”的习惯，经常是到了

超市才发现没带购物袋，反正塑料袋价格不贵，买一

个算了。加之目前分类回收、废物再利用的体系尚不完

善，企业回收再利用成本居高不下，绿色消费自然少了

一份热情。

要在全社会营造绿色消费氛围，需要管理者打出

“组合拳”。比如，将管理重心上移至塑料袋生产企

业，严格监管，从源头打击不合格塑料袋生产；加大

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塑料袋回收企业做大做强；加大

宣传力度，让消费者意识到不合格塑料袋对环境的危

害性；可通过奖励等举措，给绿色消费的购物者以小

额奖励或物品价格减免等。总之，只有建起绿色产业

链，并让整个链条“动”起来，才能让绿色消费真正

落在实处。

绿色消费需全产业链动起来
王 晋

中秋节将至，中央连发公款送礼禁令。有媒体调

查 发 现 ， 今 年 “ 天 价 月 饼 ” 虽 没 有 了 往 年 的 风 光 ，

但仍有一些或藏身于星级酒店，或以“限量版”身

份 交 易 于 超 市 。 一 些 “ 天 价 月 饼 ” 往 往 配 以 红 酒 、

进 口 食 品 做 成 礼 篮 ， 瞬 间 身 价 倍 增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商家在给这些月饼开发票时“任君选择”，买月

饼者能报销哪种就可以开哪种发票。

“天价月饼”明显不是普通百姓所能消费的，却

是一些公款消费或送礼行贿的“最爱”。买“天价月

饼”开“办公用品”的发票，是给“天价月饼”换个

“马甲”。这也同时显示出，长期形成的公款送礼歪风

有多么顽固，树立节俭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任务多么

艰巨。

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单位和个人在中秋节之前，

常会用公款买高档月饼去“看望”或“孝敬”上级

领导、关系单位。时间一长，公款送月饼，在某些

人心中就成为节日的“必修课”，同时在一些人心里

也成了一种应得的“福利”。如今，面对中央的各项

严格规定，一些人仍“心怀期待”，下属单位自然也

不 敢 怠 慢 。 既 然 不 能 “ 明 目 张 胆 ”， 那 就 走 个 “ 曲

线”——要查“天价月饼”，那就把发票开成别的，

换个“马甲”回避一下。

其实，“天价月饼”无论换什么“马甲”，其高高

在上的价格都没有改变；公款送礼无论如何改头换

面，其腐败的本质都没有改变。“天价月饼”改头换

面，也提醒有关部门反“四风”必须抓住传统节日

等 重 要 节 点 ， 瞄 准 关 键 环 节 和 典 型 案 例 一 抓 到 底 ，

不能姑息。目前，中纪委已开通有关举报电话与举报

网址，建议有关部门不妨以“天价月饼”为切入点，

顺着线索，主动出击，顺藤摸瓜，查一查“天价月

饼”是通过怎样的假发票开出去的，哪些单位以什

么样的名义入了账，让“天价月饼”购买者与接收

者都受到惩处。

据报道，我国七成左右的孩子是通过奶粉喂养大的。为了抢占市场，不少奶粉企业通过贿赂医生和护士，

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让医院给初生婴儿喂自家品牌的奶粉，使婴儿产生对某个品牌奶粉的依赖，达到长期

牟利的目的。我国在2011年已为此出台了《母乳代替品销售管理办法》，明令禁止在医院向产妇推销、宣传奶

粉产品。在商业利益驱使下，这个政策形同虚设。 （时 锋）

第 一 口 奶第 一 口 奶谨防“天价月饼”换“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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