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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去年部分业务板块营业收入－202万元，毛利率却高达412．43％……欢

瑞世纪的年报数据最近有些惹眼。在A股市场上，财务数据异常企业有不少，类似

财务数据“打架”的现象也并不鲜见。业内人士分析，个别公司财务数据“打架”

可能有一定原因，但不排除有一些上市公司有意调节财务数据，甚至造假。对于此

类问题，监管部门应保持高压、精准甄别。上市公司自身对一些异常财务数据应加

强审核，准确、完整地披露相关信息。投资者也应更完整、准确地了解上市公司财

务数据，警惕风险，必要时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时 锋）

数据数据““打架打架””
徐徐 骏骏作作（（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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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

济环境，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实现

6.8％的增长速度，延续了2017年的

企稳向好势头，5月份国民经济继续保

持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发展态势，生

产需求基本平稳，就业持续向好。今

年我国经济能否保持这种向好态势？

如何看待近年来我国改进宏观调控的

思路与手段？下一步经济运行还面临

哪些挑战？对此，本报特邀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卢锋作出

相关解读，敬请读者关注。

应给毕业生补堂“消费课”
叶金福

动态调整补贴倒逼新能源汽车创新
杨忠阳

如果长期执行普惠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极易使企业患上政策依赖症、软骨病，缺乏技术开发和产

品升级的动力和压力，还极易导致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新能源汽车能否跑得远、跑得稳，关键还是要看

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和市场的接受度。只有根据市场变化，使补贴金额与产品技术水平、产品质量挂钩，

强化补贴政策对促进技术进步的正向激励作用，才有可能使具有实力的企业和优势产品脱颖而出

乐见“618”消费者更加理性
苑广阔

看 球 喝 酒 莫 开 车
郝雪梅

经历了 4个月的过渡期之后，新能

源车补贴新政近日正式实施。按照新的

政策，进入补贴目录的车型，在续航里

程、百公里能耗，以及各方面综合指标

上，都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无疑，此

次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动态调整”对

于倒逼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出更

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有着积极意义。

我国是最早启动新能源汽车发展战

略和财政补贴，以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国

家之一。从2009年开始新能源汽车示范

推广以来，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不断

创新思路、完善政策，出台了财政补贴、

税收、基础设施奖励、政府采购等多项支

持政策，涵盖了研发、生产、消费、运行等

各个环节，形成了一整套支持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在这一政策体

系的引导和支撑下，我国已经成为全球

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和消费国，在新

能源汽车产业已形成了一定领先优势。

不过，财政补贴政策的实施也带来

了一些新问题。一方面，随着新能源汽

车产销基数增大，中央和地方财政负担

越来越重。统计显示，截止到2017年底，

国家和地方财政补贴已超过千亿元。另

一方面，部分企业对补贴政策过度依赖，

产品创新乏力。有少数企业通过发布虚

假推广数量信息等手段骗取财政补贴，

对新能源汽车行业造成了恶劣影响。

应该说，财政的普惠政策对于早期

培育新能源汽车市场是行之有效的，也

是国际通行做法。当前，主要发达国家

都已将新能源汽车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

度，分别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

面，在企业技术研发、产品销售以及消

费者使用等环节制定了相应扶持措施。

比如，美国政府就制定了对包括特斯拉

在内的整车企业和先进动力电池及材料

制造商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德国

政府承诺提供12亿欧元的补贴资金以促

进新能源汽车发展。

问题在于，技术创新仍是我国新能

源汽车企业的短板，尤其是动力电池至

今未取得革命性突破，制约着新能源汽

车发展壮大。如果长期执行普惠新能源

汽车的补贴政策，极易使企业患上政策

依赖症、软骨病，缺乏技术开发和产品

升级的动力和压力，还极易导致行业低

水平重复建设，形成产能过剩。

由于汽车产业规模大，对地方经

济、税收以及就业的带动能力强，此前

多年，一些地方无论是否具有资源禀赋

和产业基础，都在千方百计抢抓新能源

汽车“风口”，快马加鞭上项目。根据

国家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到

2020 年，国内新能源车年产销将达 200

万辆。然而，中国流通协会的数据却显

示，仅2015年至2017年6月底，国内已

落地的新能源整车项目就超过了 200

个，相关投资额达 1万亿元以上，各类

车企已经公开的新能源汽车产能规划则

超过2000万辆。这组数字引发了人们对

新能源汽车产业“会不会像光伏产业一

样过剩”的担忧，的确需要警惕。

新能源汽车能否跑得远、跑得稳，

关键还是要看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和市

场的接受度，核心是供给侧能否为消费

者推出物美价廉的产品和超预期的服

务。因此，只有根据市场变化，通过提

高推荐车型目录技术门槛，建立目录动

态调整机制，使补贴金额与产品技术水

平、产品质量挂钩，强化补贴政策对促

进技术进步的正向激励作用，才有可能

优胜劣汰，使具有实力的企业和优势产

品脱颖而出，真正为企业和产业高质量

发展赋能。

2016年，我国内需较快增长推动了

宏观经济止跌企稳，并对全球经济增长

作出了明显贡献。2017年，全球经济增

速从上一年的 3.2%上升到 3.8%，达到

2011 年以来最高增速。在全球经济同

步增长的环境下，2017年我国经济增速

出现2010年以来第一次显著回升，实际

GDP 增速由 2016 年的 6.7%提升到 2017

年的6.9%。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了6.8%较快增

速，消费物价和工业物价指数分别维持在2.1%和3.1%比较

平稳水平，宏观经济呈现稳中有进良好走势。

我国经济近来呈现企稳向好形势得益于多方面因素。

首先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较快增长，2012 年至

2016 年，我国居民消费平均实际增速约为 8.0%上下，小

幅高于同期 GDP实际年均增速。同期，零售实际增速约

为 10%，比 GDP 实际平均增速高出近 3 个百分点。2017

年，消费占总需求比例有所回落，未来消费相对贡献作用

变动需要关注。不过，总起来看，消费稳健增长在应对经

济下行压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其次是固定资产投资与工业增加值增速经过多年下行

调整后，出现止跌企稳与温和回升走势。城镇固定资产投

资名义增速从2016年上半年低谷的5%上下回升到近来的

10%上下，包括投资品价格指数变化的投资实际增速从一

度为负值回升到最近的 5%左右。工业增加值增速从早先

两位数逐步回落到2015年底和2016年初不到6%，近两年

逐步回升到 6%和 7%之间。在重工业及相关部门中，发

电、煤炭、货运量近年企稳回升。新兴产业较快增长显示

增长动能结构积极变化。比如，近两年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保持20%至30%上下的高速增长，集成电

路产量增速在20%上下，工业机器人利用爆发期产量增速

达到40%至50%上下。

再次是外贸出口经过 2015 年后近两年罕见下行调整

后，随着外部环境改善从去年开始较快回升。今年2月份

出口规模 2409 亿美元，超过 2015 年 2 月份历史最高值

2355 亿美元。2016 年工业利润由负转正比上年增长

8.5%，2017年增长21%，是2012年以来最高一年。

近期宏观经济企稳向好的走势，显示出了我国经济基

本面优势条件和面对深度调整冲击的增长韧性。同时，也

要看到，我国经济增长内在潜力有序释放仍受到体制机制

不完善因素制约，国际经贸与金融环境存在新的不确定性

和风险因素，巩固我国宏观经济企稳回升走势并推动形成

内生增长新局面仍面临不少困难。在肯定宏观经济积极向

好的同时，也需充分关注稳中酿变因素，并防范可能出现

稳中生变的局面。

近日，一位同事谈及大学即将毕业的儿子时，一脸无

奈地相告，儿子原本每个月的生活费用是 1500 元，近两

个月来却已向他要了近 1万元，说是毕业要赠送纪念品、

做毕业写真集、聚餐、外出旅游等。大学生毕业纪念搞得

如此“奢华”，自然会给普通家庭增添不小的开支，对

此，学校应当给这些即将毕业的学生补堂“消费课”。

近年来，随着消费升级和新消费方式的兴起，青年学

生的消费形式和纪念毕业的方式也呈现出许多新特征，但

这种“新”并不能等同于奢华。如今的学生，从大学生，到中

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娃娃，在毕业时往往动辄出手数千甚

至上万元，互赠价格不菲的纪念品，或者去高档酒店聚餐，

抑或拍几千元一本的毕业写真集，似乎只有用金钱才能凸

显毕业的意义，传递彼此的情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消费

观、人情观的误区。

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同学之间适当花点钱吃顿便饭，

赠送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纪念品，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大

多数学生在经济上还不独立，几乎所有开支都来自父母的

支持。一旦毕业仪式“奢侈化”，就会增加家庭的经济负

担，也使同学间的情谊变得庸俗。

笔者以为，学校有责任、有义务对毕业生担负起教育

引导的职责，不妨给这些即将毕业的学生补上一堂“消费

课”。一方面，在纪念毕业的方式上，学校可以组织学生

开展一些诸如临别赠言、合影、座谈会等形式，既富有仪

式感，又不失节俭。另一方面，要加强学生消费观的引导

和教育，积极倡导简约、有意义的毕业方式，摒弃铺张、

庸俗的方式。在让学生的毕业方式变得更有纪念意义的同

时，也让“毕业季”不再成为“烧钱季”。

近日，厦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组织

警力在全市各主要路段设卡盘查，严查

酒驾醉驾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6月14

日凌晨至17日上午，全市共查获涉酒驾

驶机动车违法行为84起。

端午假期恰逢世界杯，球迷们球兴、

酒兴正酣。对球迷朋友而言，吃着美味，

品着美酒，欣赏着激情的世界杯足球赛，

无疑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如果只是在

自己家里，看完世界杯伴着美酒味安稳

睡去倒也无妨。但是，一些球迷朋友喜

欢邀朋唤友，大家聚在一起看世界杯，地

点或是在朋友家里，或是在酒吧等公共

场所，一边喝酒一边看比赛，看完后醉酒

驾车回家，危害无穷。从往届世界杯情

况看，此时一般都是交通事故发生最为

集中的时段。

球迷朋友对世界杯的热爱可以理

解，但不能把对世界杯的热爱和激情变

成极端和放纵。喝酒开车，首先是对自

己和朋友不负责任，其次是危害他人安

全和交通秩序。

世界杯前夕，一派出所创意推出一

张“安全海报”，一位女警怀抱一张警示

标语：“派出所里没有世界杯”。这不仅

是善意提醒，还有更深寓意。醉酒驾驶

将被刑事拘留，球迷如果因自己放纵进

了派出所，就要错过世界杯的精彩，这又

何必？因而，喝酒看世界杯之后酒驾是

不合法行为和不文明陋习，举酒杯不该

是看世界杯的标配，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事情。

今年的“618”年中购物狂欢节因为

与端午节小长假、世界杯巧合，似乎能让

消费者有更多买买买的冲动。不过，在

“年中大促”来临之际，相当一部分消费

者却冷静了许多，也更为理性，并没有像

往年那样被商家牵着鼻子走。

由电商平台和网络商家炒作起来的

“网络购物节”悄然降温，折射出的是消

费者在消费习惯和行为上日渐趋于理

性，这显然值得肯定。原因一方面是消

费者的自我成长，尤其是经过这些年参

与各种“网络购物狂欢节”，消费者发现

其中存在诸多弊端，比如商家“套路”太

多，一时冲动买到的东西未必是急需或

必需的商品，于是提醒自己消费要理性

与谨慎；另一方面，此类网络购物节越来

越多，透支了消费者的购物热情。

理性消费可以让消费者避免浪费，

也可以让网络购物更加日常化。对于电

商平台和网络商家来说，要根据消费者

这种消费行为的改变，作出适合自己的

改变才行。要认识到，不管什么样的网

络购物节，本质上都属于营销范畴，平台

和商家拼的是营销能力，今后平台和商

家们在购物节中的比拼必须围绕商业生

态圈和科技进步展开。在提升产品质量

和服务水平的同时，商家还应关注如何拉

动合作伙伴发展，并通过技术方案提高整

个行业的效率与效益。这对消费者以及

整个电商行业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在金融去杠杆初期，金

融强监管、减通道的影响首

先表现为M2增速下降，直到

近期才呈现出社融增量下

跌。这是金融去杠杆效果的

进一步表现，主要原因是表

外融资萎缩。随着最近一两

年来的金融去杠杆，银行对

其他金融部门债权增速逐步

下降，金融体系内部资金流

转压缩，资金更多、更有效

率地直接流向实体经济，使

得M2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在

边际上有所增强

从 M2 和社融增量看金融去杠杆
盛松成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 5 月份金

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18年 5月份，M2

余额 174.31 万亿元，同比增速为 8.3%，与

上月持平；社会融资规模存量182.14万亿

元，同比增速为 10.3%，较上月低 0.2 个百

分点，继续处于回落状态。尤其是5月份

当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仅 7608亿元，环

比下降较多，同比少增 3023 亿元。社融

增量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表外融资萎缩，

这是金融去杠杆的进一步表现。

M2和社会融资规模两个指标相互补

充、互相印证，综合反映了目前我国金融

市场和资金融通的整体情况。近一年多

来，M2 增速大幅下降，主要是金融强监

管、减通道、去杠杆的结果，目前仍在持

续。从各来源结构对M2同比增速的贡献

率看，今年 1 月份至 5 月份，M2 各来源

结构中对其他金融部门债权的下降，导

致M2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1.9个百分点。

在金融强监管的过程中，去杠杆、

减通道压缩了银行投放非银的资金，减

少了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的空转，缩短了

资金链条，资金大量回表，同时提高了金

融市场利率。同时，表内贷款更多地受到

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的约束，资金投放

更加透明，有利于防范风险。但是，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融资渠道，尤其是

中小企业的融资可能受到冲击。

金融强监管、减通道、去杠杆首先

表现为 M2 增速下降。在金融强监管初

期，M2增速大幅下降主要是源于资金在

金融体系内流转减少。具体而言，M2既

包括企业和个人存款，也包括非存款类

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前

者直接与实体经济资金融通有关，后者

则主要是金融体系的内部资金往来。举

例来说，银行购买非银机构发行的资管

等金融产品，将派生M2；如果非银机构

从银行体系拿到钱后没有直接投入到实

体经济，而是在金融体系内部流转，就

会造成M2增速虚高。由于在社会融资规

模统计中，对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往来

做了扣除，因而在金融去杠杆初期，金

融强监管、减通道的影响首先表现为M2

增速下降，直到近期才呈现出社融增量

下跌。

从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结构看，人民

币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明显回

升 ， 2018 年 1 月 份 至 5 月 份 为 89.7% ，

比 2017 年 全 年 水 平 高 18.5 个 百 分 点 。

直接融资占比也有所上升，今年前 5 个

月，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社会融资

规模的14%，较2017年全年水平提高 7.2

个百分点。

今年 5 月份，社融增量下降则是金

融去杠杆效果的进一步显现，主要原因

是表外融资萎缩。金融强监管在缩短了

资金链的同时，也导致实体经济融资渠道

有所减少，除了在M2增速中表现为“对非

金融部门债权”的贡献率下降，社会融资

规模增量的下降同样佐证了这一点。

随着最近一两年来的金融去杠杆，

银行对其他金融部门债权增速逐步下

降，金融体系内部资金流转压缩，资金

更多、更有效率地直接流向实体经济，

使得M2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在边际上有

所增强。要认识到，金融去杠杆导致融

资环境趋紧，原来还只是体现在金融市

场上，现在开始传导到实体经济，其标

志就是表外融资萎缩带来社融增量下

降。但是，货币政策不应就此放松，否

则金融去杠杆可能前功尽弃。当前，去

杠杆的边际力度应逐步趋缓，央行可更

多地考虑相机抉择，使货币政策更趋稳

健中性，可运用定向降准、MLF 等量价

工具调节。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欧陆
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