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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约 并 非 只 为 省 钱 物
王顶岐

自然资源为人类所共有，

且其中相当部分不可再生，因

此不能仅从货币角度或实物角

度来理解节约或浪费的含义。

我们节约或浪费的不仅是货

币、实物、环境等看得见、摸

得着的东西，还有世代传留的

精神财富

有关部门日前表示，中国社科院研

究员张昕竹未经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同

意，以该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身份受

聘于高通公司，收取高额酬劳，为其出

具所谓经济学证据，违反工作纪律，被

咨询组解聘。

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商总局

等执法机构对微软、高通、奔驰等跨国

企业进行反垄断调查。张昕竹被解聘，

让本已引起外界关注的反垄断领域进一

步成为舆论焦点。各种评论中也不乏杂

音。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反垄断部门不

查银行业、石油石化业和电信运营商等

行业企业，却将“矛头”对准在华跨国

公司，有“选择性执法”的嫌疑。这种

观点纯属无稽之谈。

反垄断调查，凸显中国政府反垄断

的决心与勇气。不管是国内企业还是跨

国企业，有关部门都会“一碗水端平”。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 《反垄断法》 实施

6 年来，接受反垄断调查的企业既有内

地企业，也有海外企业。在 《反垄断

法》 面前，所有企业一律平等，不存在

“排外”情况。比如，2013 年我国在反

垄断第一例案件，开出“天价罚单”的

液晶面板案件中，既有韩国、日本企业

等外资企业，也有中国台湾地区的企

业。同年，对茅台、五粮液两大民族品

牌涉嫌垄断的处罚也丝毫不手软。奶

粉、汽车行业中被调查和被处罚的内地

企业也不在少数。最新的例证是 8 月 13

日国家工商总局对内蒙古赤峰市两企业

垄断行为进行处罚。可见，“选择性执

法”的偏见根本站不住脚。中国政府依

法强化对企业涉嫌垄断行为的调查，是

为建立健全公平透明规范的市场秩序，

完善投资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使市

场经济更加法治化、更具公平性，绝无

内外区别。

查处垄断行为，是国际上的通行做

法。国际上反垄断通常包括三大制度，

即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控制经营者集中。我国 《反垄断

法》 在相关原则上，与美国、欧盟等的

同类法律并无不同。中国 《反垄断法》

反的是垄断行为，而非“垄断地位”。对

一些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而言，只

要其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就会受到

中国反垄断执法部门的密切关注、深入

调查甚至于处罚。

需要反思的是，中国政府调查外资

企业，就被某些人看成是“排外”行

为，哪怕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长

期垄断并严重伤害了消费者利益。这一

现象充分反映出一些人对中国市场监管

的偏见。

应当看到，中国的市场经济仍在发

育之中，许多规则正在构建，还不够完

善与成熟。部分跨国公司利用长期与发

达国家反垄断调查机构周旋的经验，在

中国市场实施手法多样、隐蔽的垄断行

为。正是这种钻法律不健全空子的行

为，让这些跨国企业一次次逃避了反垄

断调查。但随着中国法治体系的不断完

善，特别是不断加大反垄断力度，这些

“技巧性”的垄断行为成为中国执法机构

的打击对象。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准

确出击，正击中了跨国企业垄断行为的

“软肋”。

反垄断调查的步步深入，让部分跨

国企业感受到中国监管层反垄断带来的

压力，有些企业已经用降价来应对调

查。企业的这种降价行为，并不代表其

垄断行为已经停止。监管部门不能因此

而停止对其进一步调查与处罚，也不能

因为出现所谓“排外”的说法而放慢脚

步，更应旗帜鲜明地对垄断行为一查到

底。唯此，中国反垄断调查才能维护市

场竞争，保持环境公平，才能使中外投

资者都严守中国法律法规，履行企业

责任。

反 垄 断 调 查 不 是“ 排 外 ”
闻一言

反 垄 断 调 查 不 是“ 排 外 ”
闻一言

不管是国内企业还是跨国企业，在《反垄断法》面前，有关部

门都会“一碗水端平”，“选择性执法”的偏见根本站不住脚。只要

其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就会受到中国反垄断执法部门的密切关

注、深入调查甚至于处罚

据报道，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干部近来经常“不在状态”，在工作中耍滑头、当

和事佬、混日子。有群众反映说，现在有些单位的门是好进、脸也好看了，但怕担

当、怕矛盾、怕认真的“三怕”干部却多起来了，有些按规定应当办的事就是办不

了。某位基层干部说了实话：不办，上面也不会怪罪；办了，既没有好处还要承担

责任。看来，需要加强对干部作为的考核，使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给那些不作

为或慢作为的“不倒翁”干部“差评”，督促他们及时整改。 （时 锋）

““ 不 倒 翁不 倒 翁 ””

王栋梁王栋梁作作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彭绍宗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副巡视员

资源型城市转型最大的瓶颈，不是资源要素的

约束，而是有效供给不足。实现资源型城市产业良

性发展和“自我造血”，需要通过推动一系列改

革。一是要根据资源型城市所处的不同阶段，分类

选择接续替代产业；二是要保障产权清晰，流转顺

畅；三是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充分借助资本力

量；四是利用城镇化战略机遇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五是完善社会资本投入机制，推进生态环境修复。

资源型城市转型需找“供给”

李长安
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6 月底 31 个大城市

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05%，出现第四个月连续下

降，这是我国官方首次正式发布城镇调查失业率的

数据。调查失业率是国际通行的指标，比过去的城

镇登记失业率更能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变化。5%左

右的调查失业率数据，表明我国的就业形势总体还

是比较稳定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格局并

未改变。当前应更关注就业质量问题，提高就业稳

定性，实现体面就业。

应 当 更 关 注 就 业 质 量 问 题

卢文曦
上海中原地产研究咨询部经理

由于去年房企拿地热情高涨，新开工面积增多

带来了供应量过剩，而今年市场成交持续低迷，这

更导致各城市房地产市场库存量过大。棚户区改造

和保障性住房建设都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此时各地

政府通过回购普通商品房用做保障房房源，或通过

货币安置政策来对冲地产下滑风险，不仅能增加保

障房供应量，降低政府自建成本，还可减小市场库

存压力，缓解房企资金链状况。

回 购 商 品 房 可 减 小 库 存 压 力

王绪瑾
北京工商大学保险学系主任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

意见》近日发布，我国将把与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环

境污染、食品安全、医疗责任、医疗意外、实习安全、

校园安全等领域作为责任保险重点，探索开展强制

责任保险试点。对于我国目前实行的机动车强制保

险，车主们都很熟悉。实践表明，强制险有利于化解

矛盾纠纷，也有利于管理风险、化解风险。

强 制 险 有 助 于 防 范 风 险

建设节约型社会，需要全社会每个

成员积极参与。笔者认为，应当从多个

角度理解节约。

首先，货币角度。货币作为价值尺

度，是衡量节约或者浪费了多少的最常

用、最普通手段。因为任何消费品的价

值都可以用货币衡量，而且节约了多

少、浪费了多少，都一目了然。但是，

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情形，有

的人花自己的钱，精于算计，有的甚至

十分吝啬，而花别人的钱、公家的钱则

大手大脚，铺张浪费。在他们看来，浪

费别人的钱、公家的钱与自己没有任何

关系。货币的权属是具体的、明确的，

仅从货币角度理解节约或浪费的含义有

明显的缺陷。

其次，实物角度。除了一些服务项

目外，大多数消费对象都表现为实物形

态，看得见，摸得着。因而，我们常用

实物消耗的多少来衡量节约或浪费。我

们可以分析一个具体的消费行为。主人

敬客人一杯茶水，客人没有喝就走了，

主人随手将茶水倒掉了。主人花钱买茶

叶沏茶水，是向客人表示欢迎、敬意，

他的目的达到了，就是说他花的钱是有

回报的。这里浪费的是实物。但常言说

得好：“吃了不疼洒了疼”，不管钱是否

白花，不管这钱是谁的，干干净净一杯

水糟践了总是可惜。可见，从实物角度

比仅从价值角度理解节约或浪费更进了

一步。但实物毕竟是用货币购买的，因

而他人的、公众的实物浪费与每个社会

成员自身利益的联系似乎还不紧密。

第三，资源环境角度。任何物质都

来源于自然世界，许多自然资源是不可

再生的，比如煤炭、石油等等。因而实

物的节约或浪费都是自然资源的节约或

浪费。同时，很多物质在其产生过程

中，伴随着对自然环境或多或少的污

染。消耗的实物还要由自然环境降解，

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和破坏。从这个意

义上讲，都是对环境的节约或浪费。自

然资源是人类共有的。不管是谁埋单，

不管是谁浪费，受害的是每一个人；不

管你富有还是贫穷，不管你愿意还是不

愿意，都要生活在这个自然环境中。保

护资源和环境不仅人人有责，而且每个

人都可以大有作为。如果我们改掉原本

用一张纸就能做好而偏偏要用两张纸的

习惯，那么生产这种纸对自然资源的索

取和造成环境污染就可减少一半！如果

全社会每个成员都能从这个角度认识节

约，就会大大增强节约的自觉性和紧

迫感。

第四，精神角度。社会发展总是在

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不断创造精神财

富，包括优良的文化、美德、精神、传

统等。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

史进程中创造、积累的优良传统，是我

们民族的宝贵财富。一个社会发展需要

许多条件，其中人的素质是最重要的。

人的素质中除了勤劳、勇敢、包容、创

新等等，很重要的是勤俭。古人就有

“古今兴亡多少事，成由节俭败由奢”的

至理名言。人类社会是一代一代发展

的，一代人在学习、享受前辈创造的物

质文明的同时，也继承着他们的精神财

富，一个民族才能生生不息。从这个角

度讲，我们节约或浪费的不仅是货币、

实物、环境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还有世代传留的精神财富。

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认识、理解

节约的含义，并自觉地体现在每一个消

费行为中，就能够大大促进节约型社会

的建设。

近日有媒体报道，素有“百湖之

市”之称的长江沿岸某市，要开挖市内

最大的人工湖，规划已经进入公示阶

段。此消息一出，有人点赞，更多的人

则吐槽“简直是瞎折腾”。

其实，这是网友对一些地方工作的

批评。近些年来，很多地方打着治理湖

泊的旗号，滥开滥挖，湖泊却仍遭侵蚀

与破坏。特别是因房地产开发和城市规

划等原因大量填湖造地，导致湖泊数量

迅速减少，湖泊面积大大缩水，湖泊污

染严重。

笔者认为，与其竭力开挖建造人工

湖，还不如保护现有天然湖。毕竟，新

建的人工湖一时间很难发挥出湿地的效

应。人工湖畔缺乏树木、草丛，极缺栖

息野生动物，湿地生态环境难以形成。

还有些城市挖掘人工湖时，以影响美观

为名，将原有树木水草一扫而光，堤岸

用清一色的硬质材料垒砌，隔断了水体

与外界的有机互动，出现一系列的生态

和环境问题。

所以，应加强对现有湖泊的管护，

加大执法力度，提高破坏者的违法成

本，并努力形成湖泊管护的公众参与和

监督机制，比耗巨资建人工湖更有效。

开挖人工湖不如保护天然湖
桑景拴

诚信乃最好经营之道
孙曙峦

日前，环境保护部对外发布了《“同呼

吸 共奋斗”公民行为准则》，倡导公众践

行低碳、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积极

参与大气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准则动

员公民发现污染大气及破坏生态环境的

行为，拨打 12369热线电话进行举报。

其实，国内很多城市此前已出台了奖

励市民举报污染的相关政策，一经查实，

奖金数额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甚至更

多。环境保护部动员对环境违法行为进

行举报并给予奖励的举动，必然会给一些

污染企业带来压力。但公众最关心的是，

企业一旦有环境违法行为，政府部门能否

快速出击，在最短时间内解决问题。

应该看到，关闭不符合生产条件、污

染环境的企业，并不容易。因为走完整个

程序，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首先，环保

部门对环境污染企业下发《环境违法行为

整改通知书》后 2 个月内，企业还有权申

请行政复议。其次，行政复议是个较长过

程，按照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

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 60 日

的除外。最后，即便环保部门向法院提请

强制执行，也要经过一段漫长时间。

为了保护碧水蓝天，相关部门应该合

力采取进一步行动，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

度，加大偷排企业的违法违规成本，提高

企 业 环 境 守 法 自 觉 性 ，切 实 整 治 不 法

行为。

鼓 励 举 报 更 要 严 格 执 法
谢庆富

日前，宁夏银川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集中公布了

77 家餐饮违法企业典型案例，共对这些企业予以 58.7

万元的行政处罚，并通过媒体曝光。由于部分违法企业

在当地颇有名气，媒体曝光后反响强烈，很多人感到震

惊的同时也为监管部门这一做法点赞。此外，银川市还

在餐饮行业极力推行诚信体系建设，强化经营者的社会

责任，开展“百年老店”、“餐饮名店”等评选活动，营

造全行业诚信经营的良好氛围。

缺斤少两、以次充好、坑蒙拐骗⋯⋯对于黑心商家

来说，这一切都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经营“法宝”。不

过，“法宝”虽好，有效期却短，时间一长就会失效。

一来，消费者不是傻瓜，吃亏上当之后，即使不找工

商部门或消协投诉，也会“花钱买个教训”，从此对

黑心商家敬而远之。二来，对于自己的上当经历，消

费者还会广为传播，提醒自己的亲朋好友不要重蹈覆

辙，有此提醒，其他消费者也会对黑心商家多份戒

心。用脚投票的消费者多了，黑心商家的生意自然就会

日渐冷清。

与此相反，若是商家处处为消费者着想，提供给消

费者的始终都是质量过硬的商品，消费者自然对商家信

赖有加，愿意成为商家的忠实用户。如此一来，商家的

生意自然容易红红火火。据报道，厦门市集美区首批道

德模范之一的陈惠滨摆地摊起家，做了十几年生意从没

接到产品投诉，秘诀就是始终讲诚信。此类情形也充分

说明，赢得消费者的信赖，生意就会越做越顺。至于赢

得信赖的秘诀，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诚实守信。

“产品即人品，经商即做人”，要想在市场中真正胜

出，靠得住的不是歪门邪道，而是诚实守信。惟有诚实

守信，商家才能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与市场的考验；惟有

诚实守信，商家才能赢得客户的信赖与同行的尊重，从

而让生意越做越大。事实上，诚实守信就是最好的经营

之道。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

来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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