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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兴 才 能 市 场 旺 经 济 强
化 成

企业是经济运行的基本细

胞，对市场波动感受最直接、

最敏感。伟大的时代淬炼伟大

的企业。只有各类企业能够在

市场搏击中强筋健骨，提升竞

争能力，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实

现提质增效的“新生”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4 年 全 国 夏 粮 总 产 量 13659.6 万 吨

（2731.9 亿斤），比 2013 年增产 474.8 万吨

（94.9亿斤），再次创出历史新高。

夏粮生产“十一连增”，是在产量基

数企高、生产成本走高、条件约束增高

的背景下努力创造的，来之不易、令人

瞩目，它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意

义，需要有足够的认识。

粮丰农稳，农稳国兴。粮食生产对

经济社会的稳定作用，任何时候都不会

动摇，也不能动摇。回顾 2008 年国际金

融危机暴发，全球经济剧烈动荡，我国

经济面临严重挑战，正是因为粮食生产

连年丰收，引领农业形势持续向好，才

为尽快摆脱金融危机影响打下了坚实的

物质基础，提供了强大的信心支持。今

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我国

深化改革、攻坚克难的任务重大而艰

巨。在这种情况下，夏粮丰收，农业夺

得今年最好开门红，既鼓舞人心，也夯

实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能量基

础，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

生画出厚重有力的一笔。

粮食是百业之基、百价之基。从国

内来看，今年是我国粮食安全战略明确

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

全”目标第一年，夏粮丰收无疑是漂亮

的“第一仗”，也是确保把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里的生动实践，并对物价保持稳

定、农民持续增收提供了重要保障。从

国际来看，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今年全

球小麦产量有所减少，而我国小麦产量

占世界小麦总产量五分之一左右，夏粮

连增，既是对“谁来养活中国”疑问的

响亮回答，也减轻了世界粮食供应压

力，对稳定世界粮价和粮食市场作出了

贡献。

在人口众多和工业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正加速发展的中国，如何解决

耕地面积、粮食面积和其他用地面积之

间存在的矛盾，如何解决种地人口与其

他产业人口之间的用工缺口矛盾，如何

解决粮食比较效益相对较低与鼓励农民

种粮积极性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农业

现代化任务尚未完成，而农业面临的各

种挑战与压力却纷至沓来的矛盾，中国

进行了成效显著的探索。夏粮连增，就

是我国粮食生产路径的成功写照，只要

我们脚踏实地、大胆探索，持之以恒绷

紧粮食这根弦，就能牢牢把握粮食安全

主动权。

夏粮连增，对我们能否持续不断地

保持粮食生产好形势也提出了新的课

题。粮食问题常常在紧缺、短缺的时候

更容易引人关注，夏粮连增在增强我们

粮食生产信心的同时，也会让人产生松

懈情绪，把“十连增”、“十一连增”仅

仅当做一个丰收数字，甚至会想当然地

以为接下去就是持续的“连增”。人们希

望、也追求更多更大的连增，但我国粮

食生产面临的压力正逐年加大，有些问

题比如农业劳动力短缺、机械化程度不

够、粮食比较效益低等可以通过政策调

整、技术创新来解决，有些问题比如资

源紧张、耕地减少、风险增加等矛盾并

不是想解决就能解决的。这些困难和矛

盾表明，我国粮食生产的基础还很薄

弱，即使取得了“十一连增”，也不表明

理所当然地能够持续“连增”，更不表明

粮食安全可以高枕无忧。

夏粮虽然只占全年粮食产量的四分

之一，但它在全年粮食生产中处于“领头

羊”的地位，反映出的经验、面临着的挑

战，也是全年粮食生产乃至“三农”问题必

须跨越的坡坎。因此，对夏粮连增，尤须

我们认真地高看一层、远望一步。

夏粮连增要高看一层远望一步
瞿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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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在秦岭南麓占地约 2000 亩的高端高尔夫球

场被媒体曝光后，这家由陕西省一家国企投资近 3 亿元

的球场，被当地政府责令停业。事实上，该高尔夫球场存

在至少 3 年以上，期间曾多次因媒体曝光而关停，但每次

都能恢复营业。

我国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国家，依法保护好

每一寸土地，是各级政府及相关监管部门义不容辞的责

任。然而，近些年来，个别地方违法占用土地的现象屡禁

不止，还有的甚至顶风修建高尔夫球场，暴露出土地资源

管理和监管中的一些漏洞。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对

招商引资来的大项目格外“偏袒”，无论是土地的使用，还

是其他方面的服务等，总是百般“关照”，甚至不惜突破政

策与法律的界限。据称，这家高尔夫球场屡次关而不停，

是因为当地政府“惹不起”省属企业，默许了这条招商引

资而来的“大鱼”的行为。可见，地方招商引资中的相关

违规、枉法行为值得警惕。

树茂自有凤凰栖。要想吸引更多的优质项目落户，

地方政府首先要建设良好的政策与法律环境，严格依法

依规办事，不断优化城乡基础设施，为项目发展提供基础

支撑；还要通过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

的服务，着力构筑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这才是吸引

项目落户并保障项目长远健康发展的关键。相反，试图

通过一些“歪门邪道”来吸引项目，终究不会取得理想

结果。

对违法项目不能纵容
周 歌

近期多地进入高温“烧烤”模式，这也让高温下的劳动保护等话题迅速升温。中央气象台于7月15日傍晚发

布最新天气提示，预计17日至21日中东部地区将出现一次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过程，局地可达40至41摄氏

度。国家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露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

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其支付高温补贴。但在现实中，建筑、快递、环卫等行业的一些企

业没有按要求发放高温津贴，还有的用绿豆汤、茶叶、西瓜等防暑降温用品代替高温补贴。理所应当的福利不能

成为空谈，相关部门应切实加强督查，确保劳动者汗流浃背之后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 （时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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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运成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大宗商品的第一大消费国，

然而在大宗商品的定价上还没有相当的话语权。提

升定价权首先取决于经济的集约化程度，其次要看

市场化是不是在一个更高的结构上来运行。定价权

需要大家共同来参与，国际上大的企业都参与进

来，成为一个开放的市场，才能谈定价权的问题。

比如，目前国际石油的主要需求在中国，石油市场

也需要有定价权，但前提是一定要吸引国际上大的

企业到中国做交易，这和产品的设计、交易的机

制、交割的体制都有关系。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

定价权就无从谈起。

大 宗 商 品 定 价 权 待 提 升

郭孔辉
中国工程院院士

如今，车联网已成为各大车企的研发重点，导

航、动态交通信息、车辆防盗、紧急救援等功能，

已经在很多车型上实现。但其中一些智能模块存在

严重的安全隐患，一些简单的设备加上手机软件就

可以对智能汽车进行攻击，比如通过远程遥控可以

打开后备箱进行偷盗。这种应用软件一旦放在网上

发布下载，任何会使用手机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汽车

黑客。因此，相关防火墙的设计非常重要。

车联网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刘燕华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加大页岩气开发力度，提高页岩气产量，是扩

大天然气气源、调整能源结构的重要路径。页岩气

虽然前景广阔，但目前勘探开发方面仍存在很多困

难和问题。不可“徘徊不前”，也不能“一拥而

上”，特别是对页岩气开发在起步时的高成本要有

足够的思想准备，必须要以创新作动力，用时间来

检验。

页岩气开发别“一拥而上”

丁敏哲
浙江省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

我国是全球第一大储蓄国，庞大的经济金融总

量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资产管理服务体系。但我

国金融服务体系主要集中在银行业，企业的融资以

银行信贷为主，个人的资产以银行储蓄为主。这既

难以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发展层次企业的多元化资

产管理需求，也难以满足投资者多样化的资产保值

增值的需要。因此，建立健全资产管理服务体系，

已迫在眉睫。

健 全 资 产 管 理 服 务 体 系

闲置土地处理莫高举轻放
王振峰

据报道，海南省国土资源厅近期约谈了 12 家房地产

企业，并表示：如企业不按照约定进行投资，继续造成土

地闲置的，政府将没收保证金，收回土地使用权。这些企

业涉及闲置土地面积约 4.5 万亩，最长的闲置时间竟达

22年。

所谓的“供而未用”土地闲置问题，不只存在于海南

省一地。究其目的，大多是为了土地炒作和圈地囤地牟

利。地方政府的政绩和开发商的利益往往紧密地“糅合”

在一块，打的都是“坐地生金”的歪主意。其结果是，尽

管国土资源部督察公告“高高挂起”，有关地方政府“寸

土必惜、寸土必用、寸土不弃、寸土不闲”的决心也声如

洪钟，开发商却“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以至于需要

使出“最后通牒”。

近日，国土资源部主要负责人在与部分国土资源厅

（局） 长座谈时指出，各地应立足资源禀赋条件，以节约

集约用地倒逼经济转型发展。笔者认为，加大闲置土地处

置力度，有效抑制部分房企借圈地囤地牟利的行为，不但

要提升促进土地有效利用的意识，还要重视实际的治理力

度和效果。打击圈地囤地式的土地闲置乱象，地方政府不

能高举轻放，要充分认识到囤地牟利的危害性和整治的紧

迫性与重要性，要加大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特别是

严查涉地贪腐行为，以维护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开发市场的

健康有序公平。

还应该看到，目前的圈地囤地牟利现象，与土地闲置

治理当中的整治、执行的标准和尺度千差万别、轻重各异

有很大关系，闲置土地的法律“口子”留得太多是一个关

键性问题。无论是 《土地管理法》，还是国土资源部 2012

年出台的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不少条文都存在一定的

滞后性和限制性。破解土地利用领域突出问题不能靠一次

次的“专项清理”，而应该及时推动相关法律的修法进

程，为规范土地市场行为与切实提高土地利用率提供强有

力的制度保障。只有如此，方能遏阻和打击圈地囤地牟利

歪风，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

7 月 14 日，李克强总理在与部分企业

负责人座谈时表示，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

定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归根到底要

靠企业。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

权，坚持放管结合，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

环境；另一方面，企业不能坐等观望，要着

力改革创新，实现提质增效的“新生”。

企业是经济运行的基本细胞，对市场

波动感受最直接、最敏感。只有企业兴，

才能市场旺、经济强。当前，我国经济在

宏观层面遇到的种种困难，根子还是出在

微观企业层面，具体反映在许多企业订单

下滑、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产能过剩等。

因此，只有企业经营普遍好转、创新活力

得到增强，宏观经济形势才能不断改善，

进而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政府部门责无旁

贷。实际上，我国企业当前遇到的一些困

难，原本就与一些不合理、不到位的政策

管理有关。比如，政府部门过多的审批环

节、过度的资源分配权力，以及对部分要

素价格的不当管制，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活

力，扭曲了市场价格传递机制，导致市场

无法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

时，在质量监管、安全生产、产权保护等方

面，政府监管力度和水平还不够，通过市

场机制进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作用没

有充分发挥。“劣币驱逐良币”，让一些劣

质企业浑水摸鱼，而有志于长远发展的企

业却遭受挫折。

正因此，近期中央政府在制定帮助企

业的政策措施时，不仅注重对症下药，出

台了一些包括降低融资交易成本、减免税

费负担等有针对性、能即刻见效的扶持政

策；而且更加注重兼顾当下与长远，将稳

增长与促改革、调结构结合起来，特别是

注重下好简政放权这招“先手棋”，将政府

手中过度的权力还给企业和市场。同时，

政府从微观事务管理中抽身后，强化事中

事后监管，重在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逐步实现自身职能转变。一系列最新

数据表明，近期我国企业经营状况和发展

环境有所改善，一些积极变化正在显现，

这与政府的上述调控思路密切相关。

但企业要摆脱经营压力、实现长期健

康发展，政府的扶持以及营造良好市场环

境仅是一方面。说一千道一万，每家企业

的路到底能走多远、走多宽，关键还要靠

自己。特别是在目前世界经济纷繁复杂、

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企业只有抓

住技术革命的重大机遇，才能培育出核心

竞争力，而根本出路就是改革创新、加快

转型。

在此次座谈会上，那些坦然表示经

营业绩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较小、甚至

逆势增长的企业，均是前几年就主动进

行了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企业。正是

因为在技术创新、节能环保、精细管理

等方面真正下了功夫，这些优质企业今

天才能在经济下行时有如此的底气，才

能在经济周期转换中不断壮大、脱颖而

出。如今，他们不再惧怕竞争而是欢迎

竞争；他们在竞争中不再靠低价格而是

靠高质量；他们不再依赖财政补贴而是

希望产业政策明确；他们不会去钻政策

空子而是希望政府严格监管⋯⋯

伟大的时代淬炼伟大的企业。回顾

全球企业发展历程能看到，每一轮重大的

经济危机往往也伴随着重大的技术革命，

并催生出一批世界级的企业。这一现象

在我国此轮经济波动中也已有所显现。

那些多年来致力于创造创新的中国优秀

企业，不仅在市场动荡中表现出卓越的抗

风险能力，并抓住机遇走向世界，通过广

纳人才、兼并收购等方式，实现弯道超车。

期待在政策环境日益改善、市场环

境逐渐转暖的形势下，有大量的中小微

企业能够加快涌现，为市场带来活力动

力；有更多大型企业坚定地着力改革创

新，运用新技术，发展新产业，培育新

业态，在全球竞争中成为佼佼者。只有

各类企业能够在市场搏击中强筋健骨，

提升竞争能力，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实现

提质增效的“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