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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

户籍改革关乎现代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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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明阳报道：“农业生产会经历劳
动报酬递减、土地报酬递减、资本报酬递减 3 个阶
段，目前我国正处于资本报酬递减阶段。必须依靠
改革，促进农业生产由人口红利向改革红利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说。他是在北京举行的

“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的现状、挑战及对策”学术
研讨会上作出以上表述的。

蔡昉认为，保障粮食安全也会经历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解决食品供给问题阶段，主要依靠传统
农业解决温饱。第二阶段，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阶
段，劳动力开始由农村向城市、由内陆地区向沿海地
区、由农业向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在这一过程中，
土地边际效益日趋显现。第三个阶段，是构建现代
化的农业生产方式阶段。在这个全新阶段，户籍制
度改革将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供给问题和农
业生产方式问题，扩大经营规模，实现公共服务均等
化。至于土地制度改革，则应按照“重大改革有法有
据”的思路，不断健全法律体系。

挖 掘 技 术 哪 家 强

11 月 25 日，观众参观一家挖掘机生产企业的展

位。当日，2014 中国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工程

车辆及设备博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来

自中、德、美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余家工程

机械企业在会上集中展示最新的设备和技术。

新华社记者 裴 鑫摄

据 《经济日报》 记者不完全统计，截
至 11 月 25 日，全国已有 23 个省份发布了
2014 年 企 业 工 资 指 导 线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虽然今年调整工资指导线的地区数量
超过 2013 年的 17 个省份，但基准线平均
为 12.4%，涨幅较去年出现下调。如何看
待这一现象？《经济日报》 记者近日对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
刘学民进行了专访。

在 已 发 布 工 资 指 导 线 的 23 个 省 份
中，北京、山东、山西、新疆等地工资指
导线比上年均有所下调。如山东基准线为
12%，比去年的 15%下降 3 个百分点；山
西基准线为 13%，比去年下降 2 个百分
点。基准线最低的广东省为 9%，比去年
的 10.5%下降 1.5 个百分点，是目前惟一

基准线低于 10%的地区。
刘学民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近几

年，我国工资指导线的变化呈现出“持续
回升、微有回落”的波浪式趋势。“十二
五”以来，工资指导线整体稳中有降，与
宏观经济总体走势一致。与 2012 年相
比，主动下调 2013 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基
准 线 有 4 个 省 （区 市）， 持 平 的 9 个 省

（区市）。另外，四川、宁夏、北京等 4 个
省 （区市） 上调工资指导线基准线，其中
甘肃省上调 2个百分点。

“从政策空间看，各地企业工资指导
线‘下线’到‘警戒线’之间的政策空间
有所收缩。‘十二五’以来，各地工资指
导线差距总体在缩小，工资调控政策正逐
步趋近。”刘学民说。

“企业工资指导线的主要功能，一是
对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发挥作用，二是
在工资集体协商中作为劳资双方协商的重
要参考依据，三是为微观企业提供宏观经
济分析预测的信息服务，从而帮助其做出
正确的工资分配决策。”刘学民说。

目前，很多地方的工资指导线文件要
求企业内部分配向一线职工倾斜，并切实
保护低工资群体的工资合法权益。对此，
刘学民认为，这有利于形成职工工资的正
常增长机制，提高低工资群体的工资收
入。另外，很多地方还对垄断企业的工资
增长进行限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小
差距、形成合理的分配格局。

针对多地在 2014 年下调企业工资指
导线的情况，刘学民认为，各地政府在制

定工资指导线时主要依据经济增长、劳动
生产率、物价上涨等因素，同时也综合考
虑失业、劳动力市场价格、人工成本等相
关因素。

“2014 年多地均下调工资指导线，反
映了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各地普遍出
现经济增长放缓、企业用工成本上升且利
润空间缩小的现实情况。”刘学民说。比
如，北京市适当下调“上线”，就是考虑
到整体经济运行的情况，同时基于全国经
济面临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
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
段的情况，以及北京经济增长速度正由高
速向中高速“换挡”的特点而综合进行的
决策。

刘学民认为，企业在 2014 年工资分
配中，一方面需充分考虑来自经济下行和
企业成本上升两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
引导劳动者对工资的增长有一个正确的、
合理的心理预期，不能脱离宏观经济形势
和企业生产经营现状盲目要求增加工资。
对于经营亏损、职工工资发放出现困难的
企业，经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工资可
以零增长或负增长，但支付给劳动者的工
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今年已有多地下调工资指导线基准线

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向一线倾斜
本报记者 韩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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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蓝’不是不能实现的问题，
只要采取措施，空气质量是能够改善的。”
在 11 月 25 日举行的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
政策与行动 2014 年度报告》 发布会上，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说。

在解振华看来，APEC 期间为控制大气
污染采取的一些措施，短时间里可能对经济
社会发展产生一些影响，但如把这个时间拉
长，把措施找得更准一点、更有力度一些，就
能够早一点实现“APEC蓝”的常态化。

坚决完成减排目标

反 复 、 多 次 的 大 范 围 持 续 性 雾 霾 天
气，已成为人们的“心肺之患”，切实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迫在眉
睫。“这既是新时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
之 路 ， 也 是 保 护 全 球 气 候 环 境 的 现 实 选
择。”解振华表示。

根据 《2014—2015 年节能减排低碳发
展行动方案》，今明两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二氧化碳排放 （即碳强度） 应分别下降 4%
和 3.5%以上。中国对外宣布的目标则是，
在 2005 年的基础上，到 2020 年碳强度要
下降 40%至 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
消费的比重要达到 15%左右，森林蓄积量
要增加 13亿立方米。

“这是我们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经
过人大批准，具有法律约束力。无论遇到
怎样的困难，都要实现。”解振华说。

数据显示，2013 年碳强度比 2012 年下
降 4.3%，比 2005 年累计下降 28.56%，相
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 25 亿吨；今年前 3 季
度，单位 GDP 能耗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4.6%，碳强度下降 5%，森林蓄积量超额完
成“十二五”规划目标。放在世界范围内
来看，“世界银行做了一个测算，1990 年至
2010 年，中国累计节能量占全球总节能量
的 58%。”解振华介绍说。

与此同时，我国的能源结构也正在发生
积极变化。解振华介绍说，非化石能源占一
次能源消费比重去年底已达 9.8%；42 个低
碳试点省区和城市进展顺利，初步探索出了
各具特色的低碳发展模式；截至今年 10
月，7个碳交易试点省市共完成碳交易 1375
万吨，累计成交金额突破5亿元人民币。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气 候 司 司 长 苏 伟 透
露，今年底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有望出
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望 2016 年正
式运行，“希望‘十三五’末，能有相对比
较成熟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主动设立倒逼机制

11 月 12 日，中美两国共同发表气候变
化联合声明，宣布了 2020 年后各自应对变
化的行动目标。即，美国计划于 2025 年实

现在 2005 年基础上减排 26%至 28%的全经
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 28%；中
国计划 2030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 2030 年非化
石 能 源 占 一 次 能 源 消 费 比 重 提 高 到 20%
左右。

对于“碳排放如果达到峰值，GDP 一
般会下降 3%”的说法，解振华并不认同。
他说，目前已经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
国家，GDP 增速下降并非 3%，各国有不同
的国情，中国经济不可能长期保持两位数
增长，总量大了，增速肯定要降低，但下
降幅度不一定是 3%。

“过去中国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出现了
严重的环境问题，未来追求的目标应是经
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解振华
表示，这个联合声明是双赢的，是两国合
作的亮点，同时也是中国为自己设立的倒
逼机制，有利于促进国内发展方式转变和
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除了“对自己负责”，在应对气候变化
问题上，中国还大力开展气候变化“南南
合作”。2011 年以来，中国累计安排 2.7 亿
元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
力，2013 年还向乌干达、多米尼克等 9 个
发展中国家赠送节能灯 30 多万盏、节能空
调 2000多台，太阳能路灯 4000余套。

坚持原则共同应对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
次缔约方会议和 《京都议定书》 第十次缔
约方会议，即将在秘鲁利马举行，被认为
是 2015 年巴黎会议新协议出台前的重要
一站。

利 马 会 议 中 国 代 表 团 团 长 解 振 华 表
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
国家，以及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排放最多
的两个国家，中美两国能够在利马会议之
前宣布各自的行动目标，并表明支持利马
会 议 有 积 极 进 展 、 推 动 巴 黎 会 议 达 成 协
议，“这向多边进程发出了一个明显的信
号，那就是两国为推动多边进程的谈判注
入了正能量”。

但他同时也指出，2015 年协议要坚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和各自能力原
则。“经济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依然是目前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为紧迫的课题，2015年
要达成的协议，必须正视客观存在的现实，
相关机制安排也应该体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苏伟解释。

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曾承诺到
2020 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 亿美
元，但如今仅落实了约 93 亿美元。“发达国
家要大幅度提高 2020 年前的减排力度，兑
现在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方面向发
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的承诺。”苏伟说。

中国向世界展示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信心和决心——

留 住“ APEC 蓝 ”并 非 奢 望
本报记者 沈 慧 顾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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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 慧 顾 阳

本 报 北 京 11 月 25 日 讯 记 者
顾阳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
司长苏伟 25 日透露，目前，中国开
展 碳 排 放 权 交 易 的 条 件 已 基 本 具
备，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有望在
今年底正式出台。

苏伟说，碳排放权交易是今年
中 央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的 重 点 任 务 之
一。为了让碳排放权交易有坚实的
法律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下一步
将重点推动立法进程，尽快出台碳
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同时进一步
加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争取在 2016 年开始运行。

“ 这 肯 定 是 个 很 长 的 过 程 ， 是
逐渐积累探索、不断改进的过程，

希望到‘十三五’末，能够形成相
对 成 熟 的 全 国 碳 排 放 权 交 易 市
场。”苏伟说，从 2011 年开始，我
国启动了 7 个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
试点。目前，7 个试点的机制、法
制、平台等建设都已完成，并从去
年年底开始陆续上线交易。总体来
讲，运行比较平稳。

苏伟认为，通过试点，形成了
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为在更大范
围内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奠定了非常
好的基础。与此同时，全社会控制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的 意 识 也 在 不 断 增
强 。 社 会 大 众 了 解 更 多 、 关 注 更
多 ， 可 以 更 好 地 促 进 节 能 低 碳 发
展，进而减缓气候变化。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即将出台
相关市场力争 2016 年开始运行

在联合国利马气候大会召开前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

政策与行动2014年度报告》发布。《报告》全面介绍了我国应

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和取得的显著成效，展示了我国

节能减排的坚定决心。同时，我们也期待全球携手合作，共同

应对环境问题——

本报北京 11 月 25 日讯 记者杨学聪报道：25
日晚间，北京产权交易所发布北京法院京牌小客车
司法处置 201411 期竞价结果：11 辆车全部以评估
价 150%的最高限价成交。为体现公开透明，同时
公布的还有竞买人的摇号申请编码等信息。

11 月 14 日起，北京法院将对查封、扣押的京牌
小客车进行网上司法处置。社会公众可通过竞买程
序获得被北京法院查封、扣押的小客车所有权，并按
相关程序办理车辆转移登记手续。京牌小客车司法
处置采用“设定最高限价的竞价模式”，以车辆评估
价为起拍价进行处置，同时规定车辆最高限价为车
辆评估价的 150%。

根据竞买规则，买受人为在限价范围内出价最
高者。多人报出最高限价时，首先看谁参与摇号次
数多，摇号次数相同的，则看谁的摇号注册时间早。
根据此前的竞买人公示，参与此次竞买的人数超过
4000 人。而这些竞买者中，不少人从 2011 年就开
始参与摇号买车，却一直未能中签。北京小客车摇
号的艰难，使这次带有北京牌照的小客车竞拍显得
尤其激烈。

今早 8 点，北京法院司法处置的首批 11 辆京牌
小客车准时开始网上竞买，绝大多数车辆一上来便被
直接“秒杀”到法院设定的最高限价。记者登录京牌
小客车司法处置网络平台看到，首期处置车辆中评估
价最高的是一辆捷豹轿车，评估价为31万元，最低的
是一辆东风标致轿车，评估价为10.43万元。它们的
成交价最终被锁定在46.5万元和15.645万元。

据了解，成功竞得京牌小客车后，该车的交通
违法问题（罚款、罚分）由原车辆所有人承担。但
需要买受人先行垫付罚款，再通过执行法院从车辆
成交款中扣划。未办理完成转移登记手续的车辆
不得报废或出售，亦不能直接申请更新指标。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在办理车辆转移
登记手续前，应对车辆进行检验。车辆检验期间所
产生的车辆维修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均由买受人
自行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参与竞买的 11 辆京牌车不
少存在“遗留问题”，有的没有机动车行驶证，有的没
有机动车登记证，很多车辆背负着违法记录，车辆的
车况也是未知数。买受人要开车上路，还需要履行
完各项手续才行。

北京4000人网上
竞买 11 辆带牌车

均以最高限价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