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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焦点。

在这种情况下，要避免城镇化“走偏”，必须真正落

实中央的要求，让其自然地发展，这需要取消城镇化

率指标考核，决不能去“保”每年必须提高多少。政

府的目标应该是，从关注城镇化率转到城乡就业和创

业上来。过去保 GDP 增长的教训——重数量、轻质

量，应当认真汲取。

应 取 消 城 镇 化 率 考 核

1 月末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 1.2%，分别比去年

末和去年同期低 8.2 个和 14.1 个百分点。M1 由现金

和活期存款构成，与经济活力的关系，比 M2 更密

切。无论是因被高息理财产品挤干了企业活期存

款，还是因企业近期没有投资计划而减少资金活

动，M1 突然“失速”这么多，都值得警惕。个人认

为，春节因素肯定是原因之一，更可能是包括居民

存款在内的总存款减少很多。

M1“ 失 速 ”值 得 警 惕M1“ 失 速 ”值 得 警 惕

PPI 增 速 有 望“ 转 正 ”
1 月 PPI（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1.6%，创

下近 5 个月新低，且近期国内发电量也出现了一

定程度的回落，这些数据预示一季度中国经济增

速 仍 存 在 走 弱 的 可 能 ， 一 季 度 PPI 同 比 增 速 将 偏

低。不过，考虑到 2014 年外需整体趋于好转、微

观 企 业 的 库 存 也 将 触 底 反 弹 ， 预 计 上 半 年 内 PPI

增速有望出现由负转正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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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限地域的公考叫好
彭竹兵

这 些 年 来 ，“ 用 工 荒 ” 似 乎 成 了

每个春节之后就会被“传唱”的“咏

叹 调 ”。 但 “ 老 调 ” 之 中 却 有 新 词 ，

如今的“用工荒”从内容到实质，已

随 经 济 社 会 的 变 迁 发 展 发 生 了 重 大

变化。

“用工荒”的出现，与劳动密集型

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有关；与

农民工在农业之外求职再不用“舍近

求远”有关；与农业本身吸引力的增

强有关；与区域经济发展逐步协调有

关；也与我国人口变动与劳动力供求

状况有关。可以说，“用工荒”是经济

社 会 发 展 必 须 经 历 的 一 个 阶 段 性 现

象 ，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需 要 政 府 、 企 业 、

职 业 培 训 和 中 介 机 构 等 多 方 面 努 力 ，

而且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周而复始地

出现“用工荒”，企业经营者确实应该

真正“发慌”。

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企

业 经 营 管 理 者 的 “ 以 人 为 本 ” 意 识

需 要 增 强 。 换 个 角 度 看 ，“ 用 工 荒 ”

其 实 是 外 出 农 民 用 脚 在 “ 投 票 ”。 农

民 不 愿 意 到 这 个 企 业 来 ， 或 者 干 了

一 阵 之 后 还 是 想 走 ， 那 至 少 说 明 这

个 企 业 对 工 人 的 吸 引 力 不 够 ， 应 该

为 本 身 的 劳 资 关 系 、 为 企 业 员 工 的

生 活 和 工 作 状 况 而 “ 心 慌 ”。 如 果 企

业 依 然 停 留 在 用 低 工 资 雇 人 ， 而 且

不 愿 意 为 员 工 上 各 种 保 险 ， 不 关 心

员 工 的 福 利 状 况 ， 那 就 只 能 为 “ 用

工”发慌。

再一个就是，企业转型升级步伐

赶不上当地劳动力的变化。一个地方

出现“用工荒”，其实是对地方产业结

构升级提出 的 “ 警 示 ”。 劳 动 密 集 型

企 业 恐 怕 已 经 不 适 应 这 里 的 “ 土 壤 ”

了。作为企业，要紧紧跟上地区产业

结 构 调 整 的 步 伐 ， 从 自 身 做 起 ， 做

好 “ 升 级 ” 的 文 章 ， 如 加 大 研 发 投

入 ， 通 过 创 新 驱 动 提 高 产 品 档 次 、

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对“普工”的

需求。只有这样，企业才能从“用工

荒”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如果面对年

复 一 年 的 “ 用 工 荒 ”， 企 业 还 在 一 味

抱怨工人难招、工资太高等等，而不

去为企业的转型升级想办法，那么这

样 的 企 业 就 不 仅 仅 是 “ 用 工 荒 ” 了 ，

用不了多久，恐怕还得为自己的生存

“发慌”。

“ 用 工 荒 ” 是 农 民 工 就 业 领 域 的

一个普遍现象。这一现象背后有着多

重 的 社 会 历 史 原 因 。 解 决 “ 用 工

荒 ”， 需 多 方 努 力 ， 更 得 假 以 时 日 ；

但企业迈开转型升级的步伐，却等不

得，不能等。

当 前 楼 市 “ 冰 火 两 重

天”，在资金面紧缩趋势加

剧、房产税开征预期增强，

不动产统一登记在全国逐渐

铺开等情况下，房地产开发

商有必要注意可能存在的

风险

如果一个企业周而复始地出现“用工荒”，说明这

个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以人为本”的意识需增强，还

说明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没能跟上当地产业结构调整

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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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坐““地地””生财生财

“用工荒”何以让企业“发慌”
魏永刚 徐 达

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不断曝出“村官”贪腐案。这些“村官”的贪腐行为，多与土地

相关，或因贪污国家征地补偿款，或因非法转让土地获利，或多报被占土地骗取国家补

偿而犯罪。“村官”虽然地位不高，却是广大农民联系最经常、最直接的“官儿”。“村官”犯

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形象，滋生了社会的不信任情绪。必须建立完善相关制度，

跟进立法，强化监管，切实防范“发生在农民身边的腐败”。 （时 锋）

赵乃育赵乃育作作 新华社发

近一段时间，不少城市房地产市场

总体出现了销售冷淡的状况。除个别城

市外，全国绝大多数城市的成交套数和

面积都呈下降态势。

与此同时，土地市场却相当活跃。从

2013 年至今“地王”频出，几乎到了

一、二线城市“只要有土地交易，价格就

会飙升”的地步。2014 年开年之际，上

海、广州、杭州等多个城市售地价格再度

高得令人瞠目。有人预计，将来这些“地

王”项目推向市场，如果想达到房企预想

的利润空间，入市定价起码要高于目前周

边在售商品房平均价格一半左右。

元旦春节期间楼市销售大幅下降，

在很大程度上要考虑到季节因素。而从

近几个月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

动情况看，房价环比涨幅延续趋缓走

势。这表明，近期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

热点城市在进一步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

力度、努力增加保障性住房供应等一系

列政策措施作用下，市场预期渐趋稳定。

不可否认的是，2013 年最后一个季

度多城市限价令再次趋紧、信贷政策收

缩、自住商品房供应提速等多方因素，

购房者观望情绪在加重。

一边是地市持续火爆，一边是楼市

预期渐趋于稳定，楼市地市可谓“冰火

两重天”。楼市地市呈现出来的差异值得

关注和警惕。

当前资金面紧缩的趋势在加剧，而

房地产开发商对银行贷款的需求不言而

喻。另一方面，从去年开始，商业银行

对个人住房贷款的放贷速度有明显放缓

的趋势，也就是说买房找银行贷款的难

度增大了。不仅商业银行放贷如此，住

房公积金贷款难也在一段时间以来成了

人们热议的话题。

这一情况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

续，将有可能影响开发商对所开发项目

的资金注入。同时，由于开发商的资金

周转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销售回款，如果

银行对个人住房贷款放贷缓慢，销售节

奏随之放缓，也将有可能影响开发商的

销售从而影响其资金链。

一些城市限购、限贷政策依然在执

行，同时，房价在一些城市已经相当

高，像过去几年那样快速上涨的机会已

经很小，加之房产税开征预期增强，以

及不动产统一登记在全国逐渐铺开，总

体而言，一些中高收入人群试图通过购

买住房实现资金保值增值的可能性正逐

步缩小。去年年底，北京首个自住型商

品住房项目启动申购登记，项目受到了

“夹心层”热捧。中低收入群体将更多关

注中低价位商品房的供给或者考虑自住

商品房。

房地产开发商豪掷重金买地，表明

看好后市。但作为资金密集性行业，在

当前情况下，应格外重视衡量资金面紧

缩有可能存在的风险。

楼 市“ 冰 火 两 重 天 ”的 风 险
亢 舒

近日开启的浙江省公务员招考工作，出现一个新的变

化，那就是对今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参考

者，不再限制户籍和生源地。可以预见，此一开放、公平

之举，将让许多外地考生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很有意义，

值得点赞。

近年来，各地无论是公务员招考，还是事业单位考

试，均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一些狭隘的观念限制被逐步

打破。通过公开、公正、公平考试用人选人，考试日益务

实，日趋开放，日益合理，也不断赢得考生、家长乃至社

会的普遍赞誉。

众所周知，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和助推

器。只有改革创新，不拘一格，人为我用，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才能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物尽其用。顺应民意，考试改

革，永远在路上。如今，浙江公务员考试改革，开风气之先，

一马当先，其他地方是不是也应该“马首是瞻”一下？

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日

前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树木移

植管理，坚决遏制大树古树移植之风。

尽管有关部门三令五申予以规

范，但“大树进城”近些年在一些地方

还是大行其道。这种做法不仅劳民伤

财，还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效

果常常适得其反。

首先，“大树进城”容易造成大树

古树衰亡。幼树处于生长旺盛期，因

此易于移植和成活。而大树古树的树

体在移植过程中容易受到伤害，适应

能力低，不少会变得缺乏生命力，甚至

死亡。

其次，违法违规采挖、运输和经营

大树古树，容易破坏原生地生态。大

树古树与生长地的土壤、树下植被、树

上的鸟兽昆虫，形成了良好的共生关

系。而将大树移开后，整个群落的生

态必将受到严重破坏，很容易导致水

土流失，影响整体生态环境。

第三，浪费财政资金。据估算，移

植一棵树龄为 20 年以上的树木，仅购

买和运输费用通常就要数千元或近万

元，名贵树种价格更高。树木被移植

后，两三年内需要加强养护，成本也很

惊人。而大树价格的飙升，助长了一

些地区盗伐、倒卖古树大树之风，又进

一步推高了“大树进城”的成本。

“大树进城”之风屡禁不止，关键

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自身。一是

个别领导干部急功近利的“绿色政绩

观”在作祟，恨不得“一日成林、一夜

成景”。有些城市不分气候、植树季

节、移植技术、树种等因素，一味追求

高龄树、景观树，不惜血本搞“高价买

绿”。二是大树古树购买价格难以确

切 衡 量 ，有 些 存 在 官 商 勾 结 的 丰 厚

“回扣”。

要从根本上遏制“大树进城”之

风，需要科学推进城乡绿化，从完善法

规、健全机制、强化监管、严格问责等

环节入手，切实让城市园林绿化重回

正确的发展轨道。

随着反“四风”持续深入开展，

不少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都封

存了超标公车。可以预见，随着公车

改革的深入，还会有更多的公车被封

存。但封存只是处理超标公车的一种

过渡措施，应当尽快依法依规予以处

理，而不应长期一封了之。

众所周知，家用电器如果长期不

用，更容易损坏。同样，如果汽车较

长时间“趴窝”，更易加速各部位零

件老化、变形等等，使用寿命将大大

缩短。即便有关单位定期采取一些保

养措施，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

题。并且，汽车封存的时间越长，老

化程度越厉害，最后拍卖处置时越不

值钱，国有资产的损失就越大。

一些地方和单位迟迟不处理封存

的超标公车，恐怕一是抱着观望的心

态，想等“风头”过了再“解冻”；二是担

心一旦将公车拿去公开拍卖，超标配

车的问题就会曝光，导致单位挨批评、

有关人员受处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条例》明确规定，“取消的一

般公务用车，采取公开招标、拍卖等方

式公开处置。”这实际上已为处理超标

公车指明了道路。

为彻底断绝违规配备、使用公车

的后路，与其让大量公车、特别是价

格昂贵的豪车，在观望中坏在车库

里，不如督促各地各单位尽快依法依

规处理好。舆论对有关问题，也不妨

持 宽 容 和 理 性 的 态 度 。 反 对 “ 四

风”，贵在务实。如果任由大量公车

烂成一堆堆废铁，其实就是以浪费反

浪费，显然有悖践行八项规定和反对

“四风”的精神实质。

超标公车不能一封了之
黄琳斌

“ 大 树 进 城 ”歪 风 该 刹
杨明生

在环保面前心存“敬畏”
潘铎印

据报道，江苏省泗阳县对领导干部实行生态环保离任

审计，包括河道水质、空气质量、污水垃圾处理等 12 项指

标，对环境污染造成重大损失的干部将“追溯问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终身追究制”。实践证明，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离任时，只审

计经济责任不行，必须同时审计领导干部任内的“生态

账”。这无疑是一道“紧箍咒”，将干部的政绩考核和环保责

任挂钩，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作为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

环保审计是个新课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要将审计

细化到每一条小河、每一次雾霾、每一项指标的量化考核，

确立生态效绩离任审计与后续评价制度。不但需要审计部

门提前介入，还要组织、人力资源等部门持续制度跟进，让

他们“提着官帽”搞发展、保环境。必须建立全方位的监督

机制，尤其是要加强环境资源的审计监督，强化科学决

策，使环保优先、绿色发展成为一种自觉与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