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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双目标”考核是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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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强势美元引发的负面效应
李春霞

美元走强态势及预期逐

渐加快虽然对美国经济刺激

明显，但美元一路走强却可

能加剧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与

货币动荡，其负面效应在未

来可能持续发酵。世界各国

需要提高警惕，未雨绸缪，及

早策划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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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近日要求央企自树目标、自加压力，积极

合理地确定 2015 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并首度提出用

“基本目标”和“奋斗目标”的“双目标”办法考核

央企，表明以往广受诟病的“过多过细”管理思路正

在发生转变。企业可以根据发展实际确定增长目标，

而不再沿用过去下硬性增长目标、定百分比的行政命

令式的管理方式，体现国资管理的重点开始向以“管

资本”为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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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逐步走向成熟，市场竞争更加充分，继

续依靠货币信贷政策来推动经济高增长的思路可能不太

适用，否则银行会承担巨大的不良资产风险。最好的出

路在于增加企业直接融资比重，让资金风险由社会共同

承担，利益共同分享，这需要金融政策创新。货币政策

未来的重点是增加流动性，而不是增加信贷总量，这需

要加快推进资产证券化。

环保约谈要更具威力
马洪超

据新华社报道，针对河北沧州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

环境保护部近日约谈了沧州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其实，这并非因环保工作不力而被约谈的第一例。去

年 11 月，同样由于治理大气污染不力，河南安阳市政府

主要负责人被约谈。面对约谈，相关地方的政府负责人均

表示要深刻反省，汲取教训，举一反三，立即推进当地环

境整治工作。从地方上的反应来说，环保约谈对于提醒各

地切实增强环保意识、推进节能减排等工作是有促进作

用的。

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环境污染和产业结构不合理

密切相关，一个地方的产业结构在短时间内是很难彻底改

变的，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有一个过程。而且，

环保约谈大多是要求地方拿出整改方案，如没有后续的跟

踪监督，整改也可能因为不彻底而在效果上大打折扣。这

样看来，约谈仅是环境治理的重要一步，相关部门还要通

过制度设计使环保约谈更具威力。

一方面，应尽快出台环保约谈具体办法，使约谈制度

刚性化。具体说来，就是要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明确在

什么情况下约谈、约谈哪些内容、如何公示约谈结果和整

改方案、整改不力是否要与政绩考评挂钩、被约谈几次就

要记入官员个人档案并作为对其考评和提拔任用的依据，

等等。形成了具体的制度化安排，各地参表对照，在环保

工作压力下，可增强工作主动性。

另一方面，应让约谈和新上项目“限批”挂钩。此前

有人指出，地方不怕“被约谈”，有点害怕的是被“限

批”。因为一旦“限批”，就意味着新上项目进度会受阻，

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地方官员的政绩。所以说，约谈及现

有环境问题的治理是一方面，对新上项目“限批”进而激

发相关官员为保政绩而保环境，则是需要用好的另一个重

要手段。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各级政府必须切实发挥好环境

保护的主体责任。希望各地能以相关地方被环保约谈为

戒，切实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抓紧淘汰落后产能，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

2月11日上午，有河南省开封市杞县群众反映，当地贴出的通知上说从10日

下午整个杞县停水，这给群众生活带来极大不便。起因据说是自来水公司和政府

之间发生了矛盾，还发有停水通知。自来水公司和政府“打架”，殃及的却是无辜的

百姓。虽说杞县政府回应称供水已恢复，但至少说明某些“官老爷”的意识里没有

“民本位”，所谓“为人民服务”也只是一句漂亮话。不管县政府与自来水公司有多

少理不清扯不明的利益纠葛，让群众饱受停水之困实在不应该。 （时 锋）

“打架”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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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服务应规避“节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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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宣布，对高通公司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实施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依法处以

60.88 亿元罚款。对高通垄断案的查处，标志着我国

反垄断执法能力又提升一个层次。在反垄断实践中，

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应有机结合。司法审判目前比较

薄弱，和企业的维权意识有关，也和整个大环境有

关。法院应进一步降低反垄断案件的立案难度，减轻

原告的举证责任，为反垄断诉讼创造良好环境。

我国医疗保障体系要真正实现“兜住底”“盖住

面”，还要发展包括商业健康保险在内的多种形式的

补充医疗保险。目前，百姓的医疗费用主要由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来解决。以参加新农合的农民为例，其

住院治疗产生的医疗费用，除去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

报销部分，还有 35%要自己承担，比例较高，负担较

重。如果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就能够实现由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商业健康保险等有机衔

接的医疗保障体系，有效减轻百姓医疗负担。

上周央行降准之后，各种声音纷至

沓来。有说“救市”的，有说“强刺

激”的，甚至有说“全面放水”的⋯⋯

然而，细细梳理目前的基础货币投放方

式后不难发现，央行此次动用了传统的

数量型工具，目标是“查漏补缺”，以

流动性“奶酪”补给小微、“三农”，而

非仓促地提振需求、增加杠杆；至于提

振资本市场，更不在其考量范围之内。

是不是“大水漫灌”，要看基础货

币投放的总量；是不是“强刺激”，要

看流动性总闸门的松紧程度。单看降准

一个工具，难免偏颇。在央行货币调控

的工具箱中，降准只是其中之一；在各

种基础货币投放方式中，降准只是一个

管道。紧盯降准，不计其余，难免会以

偏概全，一叶障目。

降准的奶酪并非为资本市场准备，

为何仍有“救市”的观点流行呢？今年

以来，股票市场频频遭遇利空，从融资

融券业务检查、伞形信托收紧，到基金

公司、保险公司相关管控加强，都是为

了限制过多资金流入股市，控制股市过

度加杠杆风险。受此影响，股市连续调

整。加之同期国际上非美元货币大幅放

水，部分投资者冀望宽松的流动性推高

股指，难免对政策进行带有自身偏好的

解读。换言之，这种误读体现了市场对

增量资金和大量流动性的渴望，但忽视

了调控与监管的方向与基调。

从结构角度看，降准派发的流动性

“奶酪”更多地补给了小微、“三农”领

域。这些领域关乎成千上万家庭的就业

和收入，但获取信贷资源能力偏弱，在

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基础货币投放偏少

的情况下，更易受融资难、融资贵的影

响。央行在全面调整的同时定向施策，

一手补充总量，一手精准发力，支小、

支农以促结构调整的意图不言自明。

在流动性面临“春旱”之时，降准

是实体经济尤其是薄弱环节的奶酪。过

去跨境资金流入压力大，由外汇占款管

道投放的流动性增加，实体经济有“内

涝”风险，自然要通过准备金回收一部

分。随着国际收支渐趋平衡，央行基本

退出对外汇市场的常态化干预，通过外

汇占款管道投放的资金大减。此时降准

释放近 6000 亿元资金，是为了补充基础

货币缺口，投放总量未见增大，评判为

大幅放松、强刺激是不准确的。

所谓“明者因时而变”。从以往经

验来看，降准工具投放资金期限较长，

效果较为明显，一般在基础货币缺口过

大且难以通过其他政策工具来代替时使

用。去年以来，从 SLO、SLF、MLF 到

再贷款、逆回购，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

日益丰富。然而，这些工具大多期限不

超过 1 年。短期使用抵补基础货币缺

口，可以避免资金面大起大落。若长期

使用，则难免造成商业银行“短借长

贷”，加剧期限错配。而且今年基础货

币缺口可能更大，仅靠这些工具难以为

继，加之外汇占款增速回升概率较小，

此时降准符合央行审慎的操作风格。

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仍将营造中性

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避免流动性过松

或过紧带来严重问题。在目前“三期叠

加”阶段，我国仍有部分财务软约束主

体占用不少金融资源，货币信贷总量较

多、加杠杆空间很小，流动性过松、利

率过低容易导致结构扭曲固化以及债务

率和杠杆率进一步提升。同时，在转向

中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要防止经济出

现惯性下滑，防止因实际利率过高、基

础货币缺口过大导致实体经济“旱情”

加重，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

风险。因此，要观察通胀、基础货币缺

口、经济增速等基础条件，根据形势变

化，灵活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适

时、适度调整，为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

升级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本周不佳的 CPI 和 PPI 数据，引发

市场对通缩的担忧，是否降准、能否降

息再次引起关注。央行面临一次大考。

降 准 ，是 谁 的 奶 酪 ？
才 道

此次降准是以流动性“奶酪”补给小微、“三农”，而非仓促地提振需求、增加杠杆；至于提振资本

市场，更不在其考量范围之内。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仍将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

适时、适度调整，为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春节将至，一些快递公司快件不

减，但员工回家过节、“压件”现象却

开始显现。

快递节前“不保时效”，其实是种

“节日病”征兆，反映出行业遭遇的春

节用工荒难题。缺少了快递员，快递业

务想快也快不起来。

快递公司春节留不住人，原因有

二。其一，快递公司聘用的快递员大都

不是公司正式员工，属于灵活就业，既

然是灵活就业，就可以随时走人，更不

会受邮政部门“春节不得擅自停业”规

定的限制。其二，即便有人愿意春节加

班，快递公司也不愿支付几倍的加班工

资，快递服务资费不会也不允许逢节便

涨，快递企业不可能去做赔本的业务。

快递提前进入“春节模式”值得相

关部门及快递企业反思。首先，应改革

用工制度，建立一支专业、固定的快递

员队伍，提高工资、福利待遇，落实社

会保障制度，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

活条件，用人性化管理吸引人、留住

人。同时，要做好春节工作预案，安排

快递员在春节坚守工作岗位，并及时足

额兑现加班工资。当然，在资费不涨的

情况下，为保证春节快递业务正常运

营，邮政部门应适当给快递企业提供补

贴，使其在春节服务不亏本或少亏本。

春节前到恒顺打酱油是江苏镇江市

30 多 年 来 的 年 俗 ， 近 日 ， 这 场 节 前

“大戏”再次上演。

与许多发生在商场里的哄抢行为不

同，打酱油并不是为了贪图便宜，而是

一种年俗、一种集体怀旧方式。

通过过年打酱油，我们可以更多地

观察人与人、人与社会、消费与文化之

间的关系。在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

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年味淡了，

春节没了吸引力。一方面，百姓日常生

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打牙祭”已经

成为记忆；另一方面，文化消费的多元

化和科技对生活的改变让公众不缺乏休

闲娱乐方式，同时，一些年俗活动的缺

失则让春节缺乏一个表达情感的载体。

年味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它是由一

系列文化元素和仪式组合而成的。通过

打酱油，人们在人头攒动中感受年味气

息。“打了酱油才算要过年了”的背

后，是市民对年俗的坚守和对精神家园

的渴望与追寻。“打酱油”还为社会互

动搭建起一个平台，让人们体验到了亲

情、友情和人情的温暖和美好。在这个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年味记忆越来越淡

的时代，打酱油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勾

连起来，让人们重温难忘的记忆、感受

幸福的现在、憧憬光明的未来。

过年打酱油是年俗怀旧
杨朝清

近期，美元指数创下 11 年新高，对

欧元升值更近 7%。随着美国经济复苏逐

渐趋稳，美元走强态势及预期逐渐加

快。虽然这种新情况对美国经济刺激明

显，但美元一路走强却可能加剧全球范围

内的金融与货币动荡，其负面效应在未来

可能持续发酵，还可能诱发国际汇率及金

融市场波动。对此，新兴经济体尤需未雨

绸缪，以免冲击来临时措手不及。

首先是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传统

资源出口国经济将深受其害。美元强势

正引发国际资本加速向美国流动，且正

加重部分国家以美元计价的债务负担，

进而推高其国内通胀水平，容易引发其

货币出现灾难性贬值。目前，部分发展

中经济体为应对资本外逃等威胁已背负

巨额财政赤字。

与此同时，美元走强对原油等大宗

商品价格形成巨大压力，给部分严重依

赖资源产品出口的新兴经济体经济造成

巨大威胁，俄罗斯、委内瑞拉、尼日利

亚、墨西哥等国经济已受损害。

其次，美元走强导致多数国家资产

承压，加剧相关国家金融动荡，近期

国际汇市剧烈震荡就是明证。新上台

的 希 腊 左 翼 激 进 联 盟 党 反 对 纾 困 举

措，对国际债权人发起公开挑战，反

对紧缩政策，宣布中止依据纾困协议

制定的各项民营化计划等，加剧了欧

元承压趋势。与此同时，瑞士央行意

外弃守瑞士法郎对欧元汇率上限，在

金融市场掀起不小波澜；新西兰元跌

至 4 年新低，导致澳洲央行降息预期升

温 ， 打 压 澳 元 降 至 5 年 低 位 。 澳 新 货

币、欧元和亚洲货币的疲软，尤其是

俄罗斯等国货币大幅贬值，与美元强

势都不无关系。

此外，强势美元导致美国跨国公司

盈利大幅下跌。近期，美元升值对美国

上市公司业绩造成影响，强生、辉瑞、

宝洁、微软等企业纷纷下调业绩预测，

苹果和谷歌也被迫就“猛烈的汇率逆

风”发出警告。总体来看，美国的信息

科技、原材料和工业板块因海外销售占

比高，盈利最易受美元升值影响。

更为严峻的是，企业利润率下降，

导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部分势力联手

施压美国贸易代表，要求将汇率操纵

条款写进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TPP），矛头直指日元。但有

分析认为，这一举措“项庄舞剑，意

在沛公”，其真正的施压目标是包括中

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货币。另外，受

美元强势可能带来美国出口受挫以及

制 造 业 岗 位 未 能 回 流 美 国 等 因 素 影

响 ， 美 国 内 政 治 动 向 将 日 益 难 以 捉

摸 。 美 商 务 部 数 据 显 示 ， 去 年 全 年 ，

美国贸易逆差高达 5050 亿美元，较上

年增加 6%。据悉，近期一份政策蓝图

中，就出现了“新的贸易协定应该明

确 包 括 可 执 行 的 针 对 汇 率 操 纵 的 纪

律”等措辞，预示着美国自由、保守

两派都有意在未来政治斗争中以汇率

操纵为噱头来借题发挥。

总的来看，随着美元不断走强，美

国制造业及对外贸易或将面临新的困

境，而美国国内一些政治势力则有可能

会重新以汇率操纵为武器，对新兴经济

体货币发难，以期把汇率操作列为总统

竞选中的一大议题，借以转移美国选民

的注意力。有鉴于此，世界各国需要提

高警惕，未雨绸缪，及早策划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