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版
2013年10月16日 星期三2013年10月16日 星期三

宏观资讯宏观资讯

国务院出台的 《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的意见》 明确要求，加强城市生活
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以大中城市为重点，
建设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 （区） 和生活
垃圾存量治理示范项目。到 2015 年，36
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全部实现无害化处
理，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0%左右；到 2017 年，设市城市生活垃
圾得到有效处理，确保垃圾处理设施规范
运行，防止二次污染，摆脱“垃圾围城”
困境。这对垃圾处理设施的投资者和垃圾
处理设备的生产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
商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资金以地方投
入为主。《通知》 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要切实加大投入力度，确保完成规划确

定的各项建设任务。同时，要因地制宜，
努力创造条件，采取有效的支持政策，充
分调动社会资金参与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
施建设的积极性，促进投资主体与融资渠
道的多元化；鼓励积极利用银行贷款、外
国政府或金融组织优惠贷款和赠款。国家
将根据规划任务和建设重点，继续对设施
建设予以适当支持，对采用资源化处理技
术的设施将加大支持力度。

2012 年，全国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能力达 44.6 万吨／日，无害化处
理量 1.45 亿吨，无害化处理率 84.8％。对
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认
为，目前处理能力的提高超过了产生量的
增长，按照这个增长速度，“十二五”末
设市城市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0％的目标可
以实现，“垃圾围城”可望得到进一步缓

解。根据时间表，下一步重点工作包括加
快处理设施建设，提高建设运行水平，逐
步建立国家、省、市 （县） 3 级联网的生
活垃圾收运、处理监管系统；大力推行垃
圾分类，开展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方式改
革，保证设备正常运行等。

“十二五”时期，全国城镇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总投资约为 2636 亿
元。其中，无害化处理设施投资 1730 亿
元 （含“十一五”续建投资 345 亿元），
占 65.6%；收运转运体系建设投资 351 亿
元，占 13.3%；存量整治工程投资 211 亿
元，占 8%；餐厨垃圾专项工程投资 109
亿元，占 4.1%；垃圾分类示范工程投资
210 亿元，占 8%；监管体系建设投资 25
亿元，占 1%。

2012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设施建设规划的通知》 要求，到 2015
年，将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在 50%的设区城市逐步实现餐厨垃圾分类
收运处理，各省 （区、市） 要建成一个以

上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十二五”时
期，预计治理存量生活垃圾项目 1882个。

废品回收与垃圾分类密切相关。有关
专家建议，应该把现已形成的废品回收体
系进行完善，比如出台补贴政策鼓励废品
回收者和市民加强分类，鼓励那些价值相
对低、数量大的可回收物品 （如玻璃） 更
多地进入回收利用体系，为废品回收行业
提供方便。

在我国，大中小城市垃圾处理的水平
差距较大，需要促进不同地区垃圾处理水
平的协调发展。对垃圾设施建设的投资方
和垃圾处理设备产品的生产企业而言，这
意味着一块长期看好的市场。《“十二
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
设规划的通知》 明确提出，要缩小不同地
区生活垃圾处理水平的差距。《通知》 要
求，加大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
设力度，加快完善大中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设施，大力推进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设施建设，优先支持目前尚未建成设施的
城市和县城加快建设，促进协调发展。

城镇垃圾处理业迎来巨大商机
本报记者 亢 舒

⑨

本报北京 10 月 15 日讯 记者黄鑫报道：工业和信
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
造业增加值增长 10.4%，比 7 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全行
业销售产值、出口、内销分别增长 9.2%、3.4%和 16.3%，
比 7月分别提高 1.5个、1.1个和 2.1个百分点。

据统计，今年 1 月至 8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
增加值增长 11.1%，与去年同期和今年二季度相比，分别
回落 0.4 个和 0.3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规模以上电子信
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明显高于工业平均水平，二者差距
逐步缩小。全行业实现销售产值 58439 亿元，同比增长
11.2%，比年初和二季度分别回落 3.2个和 1.2个百分点。

1月至 8月，电子信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处于低
增长区间，但 5 月以来波动回升趋势明显。截至 8 月底，
电子信息 500 万元以上项目共完成投资 6630 亿元，同比
增长 10.5%。1 月至 8 月，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对外贸易保
持较快增长，但增速呈逐步趋稳态势，进出口总额 86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6%，高于同期全国商品外贸总额增
速 9.3个百分点，占全国外贸总额的 32.1%。

8 月 电 信 制 造 业 增 速 小 幅 反 弹

本报北京 10 月 15 日讯 记者冯其予

报道：交通运输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
至 9 月份，全国公路客运量为 2772477 万
人 ，同 比 增 长 5.5% ；旅 客 周 转 量 为
145530636万人公里，同比增长 6.8%。

数据显示，1 至 9 月份，公路货物运
输量为 2582830 万吨，同比增长 11.1%；
公路货物周转量 480289329 万吨公里，
同比增长 12.3%。同期水路客运量 19391
万人，同比增长 1.6%；水路旅客周转量
563492 万人公里，同比下降 1.5%；水路
货 物 运 输 量 363736 万 吨 ， 同 比 增 长
8.8%；水路货物周转量 633668919 万吨
公里，同比增长 4.8%。

公路客运量同比增长 5.5%

本报北京 10 月 15 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国家发
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今日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用 2
个月时间，对全国范围内（港澳台除外）所有石油加工企
业的基本情况、装置能力、生产情况、技术经济和环保指
标等内容进行普查。

上述负责人表示，此次炼油行业普查，旨在全面掌握
炼油产业现状，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切实贯彻《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实现成品油质量升级，并落实国务院关
于调整原油进口和使用政策的有关要求。

记者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 9 月 26 日印发
《关于开展炼油行业普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各有关
方面要加强领导，建立队伍，为普查工作提供必要的
保障措施；落实责任，明确分工，提高普查工作效率
和质量；精心组织，强化管理，确保普查预定目标顺
利达成。

全 国 炼 油 行 业 普 查 启 动

帕累托最优状态
帕累托最优状态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

出来的一种经济状态，是指具有以下性质的资源配

置状态，即任何形式的资源重新配置，都不可能使

至少有一人受益而又不使其他任何人受到损害。人

们通常也把能使至少一人的境况变好而没有人境况

变坏的资源重新配置称为帕累托改进。所以，帕累

托最优状态也就是已不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资源配

置状态。

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必要条件有 3 个，一是

任意两个消费者对任意两种商品进行交换时效果不

变。二是任何两个厂商使用一种生产要素生产同一

种产品的效果相等；两种生产要素生产同一种商品

的效果相等；任意两个厂商使用既定生产要素生产

任意两种产品的效果相等。三是消费者对任意两种

产品的互换消费的效果，都等于生产者互换生产这

两种产品的效果。

帕累托最优状态是评价一个市场制度的非常

重要的标准。如果一个经济制度不是帕累托最优，

则存在这样一些情况：改革可以使一些人境况变

好，且不以任何人境况变坏为代价。如果已经是帕

累托最优，则意味着改革若要使一些人境况变好，

必须以一些人境况变坏为代价。改革进入帕累托

最优状态即意味着进入深水区，对利益格局进行调

整，将遭遇既得利益者

的顽固阻挠，需要攻坚

克难。

（本报记者 刘 亮整理）

本版编辑 郭存举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化解产能
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这是新一届
政府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打造
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又一重大举措，也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
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

《指 导 意 见》 对 于 积 极 稳 妥 化 解 钢
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
业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具有怎样的指导意
义？在化解产能过剩中如何充分发挥地方
政府的作用？如何建立化解产能过剩的长
效机制？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
人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产能过剩呈加剧之势

数据显示，2012 年底，我国钢铁、
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
率分别仅为 72%、73.7%、71.9%、73.1%

和 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钢铁、
电解铝、船舶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
普遍经营困难。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产能严重过剩
行业仍有一批在建拟建项目，产能过剩
呈加剧之势。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化
解，势必加剧市场恶性竞争，造成行业
亏损面扩大、企业职工失业、银行不良
资产增加、能源资源瓶颈加剧、生态环
境恶化等问题。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指出，化
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必然带来阵痛，有的
行业甚至会伤筋动骨，但从全局和长远来
看，遏制矛盾进一步加剧，引导好投资方
向，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持国民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列入地方政绩考核体系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有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
《指导意见》 突出强调了充分发挥地方政
府在化解产能过剩特别是处理违规项目和
盲目扩张违规项目中的作用。

在遏制产能盲目扩张方面，《指导意

见》 要求各地方、各部门不得以任何名
义和任何方式核准、备案产能严重过剩行
业新增产能项目，各相关部门和机构不得
办理土地 （海域） 供应、能评、环评审批
和新增授信支持等相关业务。

对于在建违规项目，由地方政府对未
按土地、环保和投资管理等法律法规履行
相关手续或手续不符合规定的违规项目进
行全面清理。凡是未开工的违规项目，一
律不得开工建设；凡是不符合产业政策、
准入标准、环保要求的违规项目，一律停
建。此外，对于未予认定的在建违规项目
一律不得续建，由地方政府自行妥善处
理。对于已经建成的违规产能，则由各省
级人民政府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产业政策
要求进行全面清理。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中
央已明确提出不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论英
雄，地方官员应转变思路。有关部门也将
根据 《指导意见》 要求，对工作开展不力
的地方和部门进行通报批评，建立健全责
任延伸制度；对违法违规建设产能严重过
剩行业项目监管不力的，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将遏制重复建
设、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工作列入地方

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充分依靠市场力量

突出依靠市场的力量，依靠市场机
制调整和优化存量产能，是 《指导意见》
的又一突出特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过程中，将引导企业
努力开拓国内市场需求，消化部分过剩产
能。同时，着力改善需求结构，实施绿色
建材工程，发展绿色安全节能建筑，制修
订相关标准规范，提高建筑用钢、混凝土
以及玻璃等产品使用标准，带动产品升级
换代；推动节能、节材和轻量化，促进高
品质钢材、铝材的应用；加快培育海洋工
程装备、海上工程设施市场。

在拓展对外发展空间方面，将鼓励企
业积极参加各类贸易促进活动，创新国际
贸易方式；拓展对外工程承包领域，带动
国内技术、装备、产品、标准和服务等出
口，培育“中国建设”国际品牌。同时，
鼓励优势企业以多种方式“走出去”，优
化制造产地分布，消化国内产能，拓展国
际发展新空间。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指出，化解产能过剩虽带来阵痛，但也要坚持到底——

已建成违规产能将全面清理
本报记者 林火灿

本报北京 10 月 15 日讯 记者冯其予

报道：交通运输部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
1至 9月，全国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
量 794563 万吨，同比增长 10.3%。其中，
沿海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545672万吨，同
比增长 10.4%；内河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248891万吨，同比增长 10%。

从外贸货物吞吐量看，1至9月份，全国
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248629 万
吨，同比增长9.9%。其中，沿海港口完成货
物吞吐量 226308 万吨，同比增长 9.8%；内
河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22321万吨，同比增
长10.8%。

规模以上港口吞吐量增 10.3%规模以上港口吞吐量增 10.3%

本报北京 10 月 15 日讯 记者刘晓

峰 黄鑫报道：工信部今天公布的《关于推
进快递服务制造业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
要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制造业规模化发
展、制造业定制化生产、经济活跃区域的制
造业集群、中小制造企业、制造业国际化等6
个重点领域推进快递服务制造业的发展。

该《意见》由国家邮政局与工信部联合
发布。《意见》提出，将支持电子信息、通信、
医疗保健、精密仪器、航空、汽车等技术密
集型制造业通过服务外包优化生产流程，
整合高价值、小批量、多批次的递送需求，
依托航空快递、限时快递等开展精益制造
和准时制造；鼓励快递企业与大型制造企

业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支持大
型制造企业依托快递网络开展综合集成制
造和分销配送；鼓励快递企业完善大客户
管理机制，开发“一站式”整合服务和电子
运单、简易组装等定制服务，探索承接维修
中心、呼叫中心等售后环节。

《意见》 还提出，支持纺织服装、鞋
帽、工艺品等制造企业探索网络直销等发
展模式，依托快递网络提供试穿、退换
货、产品功能展示等特色服务；鼓励快递
企业提供样品、设计图样等限时寄递，开
发名址数据库、仓储优化、提单管理等增
值服务，提供从厂商到最终用户的产品递
送方案。

两部门出台指导意见

推进快递为制造业发展服务

10 月 15 日，客

商在广交会展馆里

参观骨雕艺术汽车

“中国梦-飞龙”。

当 日 ，第 114 届 广

交会在广州琶洲会

展中心开幕。据统

计，本届广交会展

览面积 116 万平方

米 ，展 位 总 数

59539 个 ，共 有

24517 家境内外参

展企业参展。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摄

本报北京 10 月 15 日讯 记者徐红报道：联合国全
球地理信息管理成都论坛今天开幕。从论坛上传来消
息，目前我国已基本建成一套覆盖全国的测绘地理信息
应急保障体系，并在四川汶川、青海玉树、四川芦山地震
等重大突发灾害的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一支覆盖全国、天空地一体化、机动灵活、快速服务
的国家级应急测绘队伍正在组建中。

据介绍，我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通过测绘地理
信息应急保障体系，在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发生 2 小时
内，能够向国家应急指挥机构快速提供 9 种事发地区的
专题应急地图，并将单幅专题制图效率由 5 小时提高到
10 至 20 分钟。我国在测绘地理信息应急保障和全球地
理信息管理能力开发方面所作的贡献和成就，受到联合
国副秘书长吴红波的赞许。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局长徐
德明在会上表示，中国将与世界各国一道携手应对日益
频发的各类灾害，各国测绘地理信息界同行应联合起来，
充分利用技术、人才和经验优势，共同提高防范和应对灾
害的能力。

地理信息应急保障体系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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