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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中，住宅消费
需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呈现下降趋
势。那么商业地产的发展状况又如何？
由中国商业地产联盟发起的中国商业地
产行业发展论坛近日在上海举行，众多
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围绕商业地产的转
型发展进行深入探讨。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不
仅住宅的消费和投资出现变化，住宅以
外的写字楼、园区地产、城市商业综合体
等也出现了增速下滑。

除了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之外，互
联网对实体商业的冲击可谓“当仁不
让”。实体商业如果价格优势不明显，竞
争力就会明显不足。“一些服装品牌，进
入商场的倍利是 20 倍之高，打 1 折还有
2 倍。原因是一大部分是开发商涨租金，

品牌商不得不拼命涨倍利。”中华全国商
业信息中心主任王耀认为，实体商业的
价格过高，导致中国消费外流和流向互
联网。

在降低成本上下功夫的同时，精细
化经营也将是实体商业努力的方向。“要
真正掌握消费者体验的需求，做足营销、
服务、大数据管理以及商铺的组合，给消
费者良好体验，让购物中心真正满足消
费者的需求。”中粮集团副总裁、中粮置
地董事长周政说。

“从商业地产依赖土地增值到运营
转变，企业要从做开发到运营转变，就不
仅要深度参与项目的定位、规划、设计各
个环节，提升整体的运营能力，并且要为
入驻企业提供多方面服务。”绿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胡京说。

近年来，各大城市的购物广场，城市
商业综合体数量增长很快，但经营模式
大同小异，就连进驻品牌选择都十分类
似。而空置率过高、利润下降甚至出现
负增长等困境也随之出现。很多人就此
感到悲观，认为商业地产的未来前景黯
淡。中国商业地产联盟秘书长王永平认
为，在泡沫化、同质化、电商“边缘化”三
化夹击之下，行业间竞争进入深水区，从
开发竞争转向运营竞争、资本竞争。

商业地产该如何转型？中国商业地
产联盟理事长顾云昌说，除了单纯的购物
消费，商业地产所承载的文化、娱乐、旅游
的这些更加精神层面的消费会越来越
多。当衣食住行基本解决以后，最大的两
个亮点一个是提高消费的质量；第二个是
消费的升级，从物质消费到精神消费。

对此，胡京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
为，商业地产应该增加体验式业态，突出
文化、旅游、健康等主题。同时，新型社
区商业也有很大成长空间，结合周边社
区客户的特点，打造社区电影院，家庭活
动中心，社区医疗等将成为商业地产转
型的重要方向。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城市的商
业地产已经告别了“一哄而上”的跑马圈
地时代，差异化经营、本土化经营、多元
化经营已经成为了商业地产转型的重要
途径。因此很多业内人士依然看好商业
地产的前景。

东方园林产业集团总裁张诚认为，
商业地产领域正在走向多元化，新的模
式，新的经营内容还有待被挖掘，商业地
产仍然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万科集团前副总裁毛大庆认为，房
地产行业转型之后，迎来新的“春天”，而

“春天”的到来应该以资本市场更加国际
化、更加活跃为前提。他强调，房地产泛
指不动产，是指房子这一类商品，迎来新
的“春天”不代表房价上涨，而是在资本
更加国际化、更加活跃的前提下房地产
行业会有新的更健康的发展。

商业地产：向多元差异求发展
本报记者 亢 舒

本报北京 4 月 13 日讯 记者齐慧从
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一季度全国铁路
旅客发送量完成59077万人次，同比增长
8.8％。1至 3月份，全国铁路日均旅客发
送量呈阶梯上升，分别为576万、689万和
708万人次，全面超过去年同期水平。与
此同时铁路货运量仍在同比下降。

一季度客运高增长则得益于春运大
客流的拉动。春运 40 天，全国铁路发送
旅客 2.95 亿人，同比增长 10.4％，创历年
春运新高。动车组成为拉动春运客流的

重要“引擎”，共发送旅客 11471 万人次，
增长 32％。

但一季度铁路货运量数据仍不见起
色。今年一季度，全国铁路货物发送量
完 成 8.7 亿 吨 。 这 一 数 据 同 比 下 降 约
9％，其绝对数量回到 2010年同期水平。

铁路货运量被称为“经济风向标”，
对于观察国民经济走势具有重要的参考
作用，其运量的增减能直接说明全社会
物资的流动程度，反映出国民经济的景
气程度。1 至 3 月份，全国铁路煤炭运量

完成 53621 万吨，石油运量完成 3397 万
吨，粮食运量完成 1406 万吨，化肥及农
药运量完成 2320 万吨，焦炭运量完成
2340 万吨，金属矿石运量完成 8478 万
吨，钢铁运量完成 4748万吨。

2015 年首季，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依
然巨大，挑战严峻。3 月份 PPI 环比下降
0.1％，连续第 37 个月负增长。工业品价
格不断下降，加之前两月固定资产投资、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相比去年全年继续
回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降至去年以

来最低值；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同比下降 4.2％。因而以大宗货物
运输为主的铁路遭遇货源不足的窘境。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经营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铁路
一方面加强日常运输调整，抓好有效货
源组织；另一方面推进货运组织改革，加
强零散货物快运和批量快运组织，推进
集装箱运输上量，不断完善货运价格体
系，逐步实现货运装车止跌回升，各项重
点物资运输得到有力保证。

客运量同比增长 8.8% 货运量同比仍下降

一 季 度 铁 路 客 货 运“ 冰 火 ”两 重 天
客运量同比增长 8.8% 货运量同比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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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柴油的“国 V 时代”提前来了，
柴油车升级也开始驶入快车道。近日，
国家标准委明确表示，车用汽柴油国 V
标准的全国实施日期将提前至 2016 年
底，比原定的油品升级时间整整提前了
一年。

柴油提前升级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重型柴油车是马路上当之无愧的“排放
大户”，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布的 《中国
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 （2013）》，我国
重型柴油车仅占汽车保有量的5.6%，但
氮氧化物 （NOX） 和颗粒物 （PM） 排
放却占汽车总排放量的 67.4%和 78%。

中国石化化工技术专家乔映宾介绍
说，一辆达标的国 IV 重型柴油车排放
的氮氧化物，相当于约 90 辆国 IV 轿车
的排放。而不达标或更低标准的重型柴
油车，排放约是 200 辆以上的国 IV 轿
车。“2013 年，我国重型柴油车达到了
663 万辆。2014 年，预计增加约 80 万
辆。目前，这一数字依然在不断增加。”

在油品质量逐步升级的同时，对
于上百万个“移动烟囱”，究竟该如何

治理？
治理手段之一，在于抬高排放标

准。根据工信部公告，2015 年起，新
生产销售的重型柴油车必须满足国 IV
排放标准，低于国 IV 排放标准的商用
车将不能生产和销售。

治理手段之二，在于推广普及选择
性催化还原技术 （SCR） 及柴油车尾气
处理液。“国 IV 排放标准的柴油车升级
了发动机并采用 SCR 这个‘革命性’
技术，对于减少汽车尾气污染具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中国石化北京石油分公
司非油品经营管理中心副经理彭大治告
诉记者，加了尾气处理液后，国 IV、
国 V 标准的柴油车才能真正实现洁净排
放 ， 尾 气 中 的 氮 氧 化 物 含 量 可 削 减
80%。“目前加装 SCR 的车辆还不是太
多，不过将会成为下一步重型柴油车尾
气治理的趋势。”

日前，中国石化在全国 5000 座加
油站同时启动“碧水蓝天计划”大型公
益行动，免费为装有 SCR 系统的重型
柴油车加注柴油车尾气处理液，鼓励柴

油车加快升级。
国 IV 标准的柴油发动机升级了，

为何还需要 SCR 系统及处理液？乔映
宾解释说，“中重型柴油车要达到国 IV
排放标准，升级后的发动机大幅削减了
颗粒物，但会生成氮氧化物。SCR 系
统工作时使用含有尿素溶液的处理液对
尾气中的氮氧化物进行过滤。所以我们
把 柴 油 车 尾 气 处 理 液 比 作 ‘ 柴 油 伴
侣’，这项技术在欧美国家的柴油车中
都已非常普及。”

据了解，很多重型柴油车车主还是
不愿加注尾气处理液，他们认为这会造
成行车成本的增加。彭大治告诉记者，
尽管尾气处理液环保效果明显，但个别
柴油车司机师傅为了节省开销，用水等
其他液体代替尾气处理液。“检测数据
显示，装有 SCR 的国 IV 排放新柴油
车，每使用 100 升柴油，需要消耗 4 至
6 升左右的柴油车尾气处理液。但使用
国 IV 柴油发动机可减少 5%至 7%的油
耗，这样一算，其实还是加注尾气处理
液划算。”彭大治说。

随着柴油的提前升级，柴油车的排
放升级也将提前实施。对车企来说，是
否会面临成本增加以及技术压力？陕重
汽一位内部人士却告诉记者，“企业欢
迎排放标准的升级。从技术上看，从国
IV 升 级 到 国 V 并 不 难 。 从 成 本 上 来
说，会增加 1 万至 2 万元。成本的增加
不会对市场产生太大影响，标准的趋严
也有利于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对于数百万辆国 IV 以下拖着“黑
尾巴”的柴油车，治理更是迫在眉睫。

“建议政府禁止国 I、国 II 柴油车进入城
市市区。对于这部分车，政府应拿出一
定优惠条件对其进行车辆更换补助，鼓
励车主早日更换新车。”乔映宾说。

与欧美国家一半以上车型都采用
柴油车不同，国内的车型主要是汽油
车，而柴油车一直背负着高污染的名
声。在一位汽车行业内部人士看来，
导致柴油车污染的重要原因是各地油
品 质 量 不 达 标 ， 如 果 能 供 应 合 格 柴
油，不仅对环境有很大改善，柴油车
也会有更好的发展。

车用汽柴油国V标准的全国实施日期将提前至2016年底——

治理柴油车 斩断“黑尾巴”
本报记者 孙 璇

柴油车特别是重型柴油

车一直是城市空气污染的

“元凶”，随着汽柴油国V标准

的全国实施日期的提前，治理

重型柴油车污染已经迫在眉

睫。记者采访发现，柴油车治

污必须两条腿走路，首先要强

制推行更高的排放标准，其次

油品质量升级依然非常关键

本报北京 4 月 13 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农业部今天
发出通知，紧急部署“倒春寒”和洪涝灾害防御工作，要求各
地及早安排，全力保障春季农业生产安全，为夺取全年粮食
丰收赢得主动。

目前正值小麦拔节孕穗、油菜结荚、早稻育秧栽插的关
键时期。4 月以来，局部地区已发生不同程度冻害和渍
涝。据中央气象台预报，4 月中下旬北方大部地区仍将出
现降温过程，南方大部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

农业部要求各地科学研判，加强指导，做到物资到位、
技术到位，确保春耕生产顺利开展。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查灾情、查苗情、查墒情，细化技术方案，开
展巡回技术指导，帮助农民因时因墒因苗落实田管措施，切
实做到服务到户。

据介绍，去年暖冬导致病虫越冬基数较高。农业部要
求各地加强监测预警，及时发布病虫信息，大力开展统防统
治。重发区域要开展联防联控、群防群治，适时开展应急防
治，遏制病虫害暴发流行，实现“虫口夺粮”。

农业部部署防御“倒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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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3 日
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提出了五个方面共二十项措
施要求。

一是健全完善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抓紧制定
安全生产法实施条例等配套法
规，积极推动相关行业领域和
地方性法规、规章制度的制修
订工作。加快制修订安全生产
强制性国家标准，逐步缩减推
荐性标准，缩短相关标准出台
期限，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二是依法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全面建立“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
任体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一
票否决”制度。督促落实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做到
安全生产责任到位、投入到位、
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和应
急救援到位。进一步严格事故
调查处理，建立事故调查处理
信息通报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等制度，所有事故都要在
规定时限内结案并依法及时向
社会全文公布调查报告。

三是创新安全生产监管执
法机制。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要加强重点监管执
法，实行重点监管、直接指导、
动态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要将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纳
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加强
建设项目规划、设计环节的安全把关，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
件的企业要依法责令停产整顿，直至关闭退出。各级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要建立与企业联网的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系
统，建立完善“四不两直”（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
用陪同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暗查暗访安全检查制
度，推行安全生产网格化监管，力争用 3 年左右时间覆盖到
所有生产经营单位和乡村、社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
企业安全生产“黑名单”制度。运用市场机制加强安全监管，
推动建立社会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安全监管的机制。加强与
司法机关的工作协调，严厉查处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四是严格规范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行为。建立权力和责
任清单，以清单方式明确每项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权和责
任。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制定年度执法计划，建
立安全生产与职业卫生一体化监管执法制度，提高监管实
效。强化严格规范执法，加强执法监督，防止滥用职权。

五是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能力建设。2016 年底前，
所有的市、县级人民政府要健全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机构，3
年内实现专业监管人员配比不低于在职人员的 75%。加强
和规范乡镇（街道）及各类经济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
作。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发展改革部门要做好
监管监察能力建设发展规划的编制实施工作。抓紧制定工
伤预防费提取比例、使用和管理的具体办法，加大对工伤预
防的投入。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所有事故都要依法及时公布调查报告国办印发通知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所有事故都要依法及时公布调查报告

近年来，我国商业地产数量增长迅速，但经营模式趋同。由此引发的空置

率过高、利润下降成为困扰商业地产发展的难题。业内专家认为，商业地产转

型要提高消费质量，提升消费层次。在满足消费者购物需求的同时，进行多元

化、差异化经营，才能真正赢得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