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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再 让 国 际 社 会“ 深 表 遗 憾 ”
徐惠喜

互联网金融监管应更“精准”
王 璐

“老规矩”并非挡箭牌
胡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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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一些低回报、低效率部门和企业占用大量

社会资金和劳动力资源，造成可供其他行业企业使用

的资金减少，对别的行业形成挤出效应。同时，低效

率部门大量使用初级劳动力，也导致对高级劳动力需

求较弱，造成高级劳动力工资增长较慢。相关问题已

不能回避。

社会资金利用效率偏低

当前美国缩减 QE 改变全球资本流向，短期内人

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继续呈小幅贬值态势。但鉴于我

国经济总体将保持平稳运行，世界经济温和复苏也有

利于贸易回升，国际收支顺差尽管趋于收窄但仍会维

持一定时期，预计汇率波幅扩大后人民币不会出现明

显升值或贬值。

汇率料无大幅波动

施仲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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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目前交通拥堵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

条就是规划不尽合理。交通与城市的发展、与城市资

源应该是一体化的，城市规划要稳定、要立法，与城

市的人口、资源、环境相结合，不能随便改动。有些

地方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来了新市长往往就会

提出新要求，结果就要改线路。规划绝对不能市长说

了算，市长应该只是执行者，如果要修改，也要经过

严格的程序。

规划不能市长说了算

王梦恕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

我国除了有 1 万多公里高速铁路外，还有约 9 万

公里的旧线铁路。旧线铁路运输现在不是以客运为

主，是以货运为主，这样可以实现盈利。减一趟客

车，可以增加 3 列货车。现在货运需求量非常大，我

国现在整个的货运线路还满足不了实际需求，煤炭、

钢铁、矿石等大宗料还需要大量的货运线。所以要加

快重载铁路建设，高速铁路和重载铁路都要修。

重载货运铁路应重视

《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今年我国

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为 1000 万人以上。

这是 6 年来就业目标首次上调。在经济

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提高就业目标，表

明我国对就业优先导向高度重视，同时

也意味着要更多通过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来实现这一目标。

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仅是理论

课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2013 年，

我国在经济增长 7.7%的情况下，实现

城镇新增就业 1310 万人，创下历史新

高。这与结构调整的成效分不开。据估

算 ， 过 去 我 国 GDP 每 增 长 1 个 百 分

点，就会拉动大约 100 万人就业。经过

这几年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服务业

加快发展，目前大概 GDP 增长 1 个百

分点，能够拉动 130 万甚至 150 万人就

业。照此推算，今年就业目标的设定还

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

从当前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看，服务

业占比达 46.1%，已超过第二产业；服

务业增加值增速 8.3%，也高于第二产

业 的 7.8％ 。 伴 随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的 提

升，服务业发展的空间更为广阔，对就

业的贡献也将更大。可以预见，我国未

来就业岗位的增加，对 GDP 增长的依

赖会逐渐弱化，而对结构调整的依赖则

会不断增强。

当 然 ， 就 业 工 作 也 面 临 不 少 困

难，就业压力依然不轻。我们要继续坚

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

政策，优化就业创业环境，以创新引领

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城镇新增就业

目标就一定能够顺利实现。

IMF份额和治理改革，事

关国际社会对全球金融体系

的信心和G20的信誉，对维护

保证IMF的合法性与可信度至

关重要。对此，美国作为世

界主要大国，须有自身的担

当，并拿出实际行动

针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监

管者的智慧面临考验。常言道，宜疏不宜堵。“急刹

车”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应有思路，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到头来一定是越管越糟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并正在

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

的爆发，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加强

国际金融监管、完善国际治理是一项迫

切而重要的任务，需要国际社会本着同

舟共济、共克时艰的态度密切合作。IMF

的改革应像“镜子”一样反映成员国状况

的动态变化，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为

此，G20 决定对 IMF 进行份额调整和治

理改革，以更好地反映新兴经济体力量

上升的现状。

但几年过去了，包括 IMF 改革在内

的多项决议却始终只闻楼梯响，不见人

下来。个中缘由，令人深思。

日前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

和央行行长会议对美国拖延 IMF 改革

“深表遗憾”。会议公报“对 IMF 份额和

治理改革未能生效深表遗憾”，并敦促

美国在今年 4 月前批准 IMF 份额和治理

改革。

舆论注意到，此次会议的公报并不

长，正文仅有区区两页纸。但就在这短

短两页的公报中，专门拿出整段篇幅来

表达对 IMF 改革未能取得成效而“深表

遗憾”之情，这在大型的国际会议中是比

较罕见的。这折射了国际社会对某些国

家的傲慢和“不作为”的极度不满。

当前，国际社会有一个集体“心声”，

那就是：各方应尽快采取切实行动，落实

G20 各成员在历次峰会上对 IMF 改革的

承诺，确保 2010 年 IMF 份额和治理改革

方案尽快生效，并启动下一轮份额总检

查。然而总是有某些国家的某些保守势

力对大家的“呼唤”置若罔闻，致使 IMF

的改革裹足不前。

美国的“不作为”，关键是美国国会，

尤其是其保守势力拖后腿。对此，国际

社会已有清醒的认识。IMF 总裁拉加德

认为，美国是 IMF 的最大股东国，只要美

国国会批准这一改革方案，该方案的各

部分内容就能马上生效。

IMF 改革，美国是利益攸关方，更是

重要参与者。历次有关 IMF 改革的重要

会议，美国均未缺席。可以说，美国全程

参与了 G20 等重要会议成果文件的起草

和定稿。美国在 G20、IMF 等国际场合的

表态，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授权，反映了美

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但问题是，美国政

府的对外表态，怎么到了美国国内却突

然“失效”了，成了“废纸一张”？这给美

国的国际形象投下了深深的“阴影”，打

了大大的“折扣”，也让国际社会一再“深

表遗憾”和“失望”。

IMF 份额和治理改革，事关国际社

会对全球金融体系的信心和 G20 的信

誉，对维护保证 IMF 的合法性与可信度

至关重要。美国的“不作为”，使 IMF 改

革蒙羞，严重损害了 G20 这一全球主要

经济合作平台的形象。美国作为世界

主要大国，应该放下身段，倾听世界的

呼声，摒弃狭隘的党派利益和“府会之

争”，摆脱选举政治的“困境”，与全球

变 化 的 步 伐 保 持 一 致 。 为 此 ，华 盛 顿

的 政 策 制 定 者 须 有 自 身 的 担 当 ，正 视

并 且 负 责 任 地 履 行 其 应 有 的 国 际 责

任，主动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治理

格局的变化。

国际社会乐于看到，美国有关各方

拿出实际行动，不让人再次“深表遗憾”。

影响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消息接踵而

至。央行日前紧急叫停支付宝、腾讯的

虚拟信用卡产品，同时叫停的还有二维

码等支付服务。据悉，央行就继续收紧

网络支付和手机支付已经完成征求意见

程序，拟规定个人支付账户转账单笔不

超 过 1000 元 ， 年 累 计 不 能 超 过 10000

元；个人单笔消费不得超过 5000 元，月

累计不能超过 10000元。

究其原因，央行相关负责人称是出

于安全和监管考虑，但市场则揣测为这

与二维码支付动了银联的“蛋糕”不无

关系。传统的线下收单业务中，发卡

行、收单行与银联按比例分成。以支付

宝、二维码支付等方式，可以绕过银

联，由第三方支付公司向商家收取手续

费，每年按与银行协商的总费率支付给

银行。虽然银联之后解释为“躺枪”。

无论后续措施如何制定，无论出于

哪种考虑，叫停本身对方兴未艾的互联

网金融会产生一定影响。针对互联网金

融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监管者

的智慧面临考验。常言道，宜疏不宜

堵。“急刹车”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应有

思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到头来一

定是越管越糟。

人们正在享受到以网络支付和移动

支付为标志的互联网金融带来的生活便

利，数千万的小微企业和数亿的用户，

是金融创新的内在驱动力。这些伴随科

技进步产生的金融创新，是时代发展的

大势所趋。但由此可能产生的风险，则

需要稳定、规范的监管。

创新与监管应当平衡发展。互联网

金融大大降低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门

槛，使越来越多的用户参与到金融交易

活动中。但是金融交易内在的复杂多样

性和专业性没有改变，金融业多年来积

累形成的风控体系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

觑。对于金融创新的引导，前置监管是

最好的选择，即便一时达不到，至少也

应该是平行监管。因此，应当尽快把简

单规范的操作框架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结合起来。在监管思路上，应完善互

联网金融监管体系，推动建立互联网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框架，尽

快明确现有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既包

容创新又确保监管到位。同时，针对互

联网金融明显的跨行业、跨市场特征，

相关部门必须建立良好的金融协调保护

机制，畅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投诉受

理渠道，开展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活

动，提高参与各方的风险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

小荷才露尖尖角，面对网络支付和

移动支付强大的生命力，应为之营造更

好的发展环境。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和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的，

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而精准监

管，才能使互联网金融获得更多发展的

正能量。

向经济结构优化要岗位
曹红艳

近日，陕西宝鸡商务局 4 辆公车，每天用于接送 12 名副

处级以上干部上下班一事，受到了舆论广泛关注。而当事

单位在回应时，竟称此举是因“在没有新规定之前沿用以前

的老规矩”。面对质疑，祭出“之前就定好的”、“以前的老规

矩”等挡箭牌，不仅反映出部分党员干部的心虚，更折射出

部分人对中央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淡漠。

去年以来，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正风气、合民意举

措，并将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长期化，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得到了普遍好评。但仍有部分人对中央动真格、求实效

之举存在着侥幸心理，试图蒙混过关。以公车使用为例，有

些地方还在以习惯、年龄等理由，为公车私用找借口，享受

着公车旅游、出行的“实惠”。

针对种种乱象，要保持高压态势。一方面，各级党员干

部要破除对不合理“老规矩”的依赖感。公车私用也好，奢

靡浪费也罢，不能以“曾经这样过”，就试图将这些“规矩”制

度化，将这些“潜规则”合理化。事实上，有些“老规矩”，可

能在当时看来有一定合理性，但随着环境的变化，不合理之

处已经凸显。有些“老规矩”干脆从设定之初，就存在着制

度、法律上的漏洞。这些不合理的“老规矩”不打扫干净，

“新规矩”就进不了门，立不起来。另一方面，要树立对“新

规矩”的敬畏感。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

八项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员领导干部

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这些“新规矩”一经公布，便成为“通

了电”的高压线。“新规矩”就是硬规矩。千万不能搞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也不能搞对我有利就执行，对我不利就拖延、

敷衍，甚至不执行。

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对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社会管

理能力，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再拿“老规矩”做挡箭

牌来回应社会各界的监督，是搪塞不了的。

蒋跃新蒋跃新作作 新华社发

如此如此““达标达标””

据报道，湖南省湘潭市某社区工作人员不到10人，却举债兴建了一栋6层高、

总面积1200平方米的办公楼。这种现象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或多或少地存在。有

社区表示，省里对改建、扩建社区办公活动场所和服务设施建设有指标方面的要

求，有的省份还会下拨创建经费。在“禁止各级党政机关建楼堂馆所”的政策下，一

些社区却大手笔建办公楼，甚至不惜借债，这样合规吗？ （时 锋）

明星大腕广告代言，这些代言产品

如再出现质量问题，“有麻烦”的将不仅

仅是厂商了。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明确提出：明星代言广告如涉及虚

假宣传，将与商家一起承担连带责任。

明星代言的产品出现问题不是个别

现象，除了少数代言明星缺乏责任感外，

主要是因为此前法律不明、底线不清，部

分明星为了利益，盲目说好的成本较小，

风险较低。

对于部分公众人物广告代言，很多国

家法律都已划出红线，明确权责。美国广

告法就规定，代言广告必须是“证言广告”

或“明示担保”，即明星必须是使用产品或

服务后有所裨益，才能为该产品或服务代

言，否则其代言的广告就成为没有依据的

虚假之物，明星将被处以重罚。我国的立

法部门也在《广告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稿中给明星代言套上了笼子——引入“广

告荐证者”的概念，明确了广告荐证者的

责任，禁止其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

接受过的服务进行证明。若广告荐证者

虚假代言，将面临罚款，甚至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这与新消法相辅相成，有助于规

范明星代言行为，保障广告的真实性，效

果令人期待。

“用过才说好”应该成为明星代言的

底线。明星应该敬畏这条底线，自觉遵

守；消费者应该监督这条底线，用市场的

力量来反制提供不实代言的明星；法律

应该捍卫这条底线，谁逾越了底线，就让

谁背上信用污点，得不偿失。

明星广告代言应有底线
李英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