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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十几年世界经济的发展，
我们不难发现全球化日益成为全球经
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全球化成为时代潮
流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是市场经济发展
和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当今世界，包
括中国、美国、欧洲、日本、印度在内的
主要经济体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
尽管各具特色，但其核心内涵是一致
的，即追求效率和以消费者为中心，由
此形成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 4 大驱动
力，并决定了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

历史潮流：
一是资源配置优化驱动力。对效率

的追求必然要求在更大空间尺度范围
内配置资源，以取得最优的配置效率。
以信息技术为重要内容的技术进步，降
低了跨国沟通和信息搜寻等交易成本，
支撑了各类资源跨越空间距离，以更有
效率的方式组织起来，使全球配置资
源由理论变为了现实，形成了各国经
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格
局。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资源，不
仅包括资金、劳动力等传统资源，也越
来越多地包括技术、数据和信息等新
的资源。

二是专业化分工驱动力。分工专业
化程度的提高是经济效率的重要来源。
近 20 年来，在技术进步的支撑下专业
化分工的范围早已跨越边境，全球价值
链分工成为国际生产模式的核心，各个
国家依据其比较优势占据全球价值链
的某些环节，并形成紧密的分工协作关
系，共同做大全球经济蛋糕。据世界银
行《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2017》估算，
价值链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的 70%、
货物贸易的三分之二。全球价值链和供
应链对国际生产、贸易和投资产生深远
影响，专业化分工更细、更有效率，全球
市场彼此的依存度就越高。

三是规模经济效应驱动力。规模经
济效应是效率的另一重要来源。形成无
壁垒的全球统一市场是规模经济的极
致。借助制度安排与技术进步，“无国
界”开展经济活动已经越来越成为现
实，成千上万的企业可以“卖全球”，各
国消费者可以方便地“买全球”。正是由
于全球化生产和消费带来了规模经济

效益，各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能够迅速以
较低廉的成本得以应用，使更多人能够
享受现代文明成果，不断改善生活的
质量。

四是需求多样化驱动力。市场经济
条件下，生产是受消费牵引的。随着全
球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需求也日
益多样化，一国的生产和供给体系越来
越难以满足这种多样化需求，因而需要
全球化的多样化的供给体系。可以看到
在不少产品领域相互贸易规模巨大，如
不少国家既是汽车出口大国也是汽车
进口大国，这正是受消费者需求多样化
驱动的结果。全球化成为促进消费者福
利最大化的重要路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面对全球化这
一必然趋势，曾自诩为“自由市场经济
旗手”的美国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做了
大量阻挡破坏全球化的事，一是到处挥
舞关税大棒，大范围挑起贸易摩擦，导
致经几十年努力得来的关税减让成果
得而复失，全球贸易壁垒明显升高。二
是破坏全球和区域贸易安排，“到处退
群”，故意瘫痪世贸组织运作，并施加

“长臂管辖”，以美国国内的法律取代国
际规则。三是双边谈判中，恃强凌弱，漫
天要价，极限施压，以丛林法则代替公
平正义。四是美国政府对正常企业搞禁
运和禁止美元交易，严重破坏全球供应
链和交易体系。

美国一意孤行阻挡经济全球化的
行为，损人不利己，注定是一个“多输”
的局面。首先，美国四面出击必然四面
楚歌，乱打贸易战将引发各国不得已的
反制反击，将导致全球经贸秩序紊乱和
全球经济下行。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认为中美贸易战将在短期内使全球
经济增速下降 0.3%。世贸组织总干事
罗伯托·阿泽维多也曾指出中美贸易战
可能使全球经济损失1.9%。其次，美国
反全球化将使全球包括美国自身的生
产者和消费者都受损。各大经济体尤其
是中美之间产业相互依存，任何单向制
裁行为都会对美国造成极强的反伤作
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研究指
出，美国向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关税，
造成的成本几乎全部由美国进口商承
担。最后，美国政府号称要保护的蓝领
阶层，实际上也将在贸易摩擦中受到伤
害。美国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使得制造业
回归并不现实，蓝领阶层并不能从贸易
摩擦中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却必须
承担消费品价格上升的成本。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全球化也有
一些负面影响，如全球化的收益不能公
平分享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加剧了社
会矛盾。但是，应该认识到，解决这些问
题的有效方式和合理渠道不是搞逆全
球化、以邻为壑，而是要坚持共商共建
共享的原则，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目标，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如要提高发
展的包容性、共享性，就要有一定程度
的财政资源保障，而在全球化条件下
税收的可转移程度高，影响各国政府
的税收能力，就要加强国际宏观经济
政策协调，包括建立抑制海外避税的
国际规则，联合开展反避税行动，减少
避税天堂坐享其成、抢夺其他国家财政
资源的现象。我们相信，通过各国的合
作和努力，经济全球化完全可以在推动
人类社会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方面发
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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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孙学工

本报北京6月21日讯 记者曾金

华报道：财政部 21 日发布的全国国有
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
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保持增长态势。1月
份至 5 月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 13929
亿元，同比增长 8.7%；石油、电力等行
业利润增长较快。

统计显示，1月份至5月份，国有企
业营业总收入 237730 亿元，同比增长
7.7%。其中，中央企业138026.3亿元，
同比增长6.3%；地方国有企业99703.7
亿元，同比增长9.8%。

1 月份至 5 月份，国有企业营业总
成本 229240.1 亿元，同比增长 7.8%。
其中，中央企业131003.2亿元，同比增
长 6.4%；地方国有企业 98236.9 亿元，
同比增长9.9%。

在前5个月国企利润中，中央企业
9565.8亿元，同比增长9.2%；地方国有
企业4363.2亿元，同比增长7.6%。

值得关注的是，1月份至5月份，国
有企业应缴税费19043.1亿元，同比增
长1.2%，其中，中央企业13798.4亿元，

同比增长 1.6%；地方国有企业 5244.7
亿元，同比增长0.1%。

专家表示，前5个月国企应缴税费

增幅仅为 1.2%，较大幅度低于营业总
收入、营业总成本和利润总额增速，显
示出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落地见效，企
业税费负担明显减轻。

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方面，5
月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928640.9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8% ；负 债 总 额
1243637.8 亿元，同比增长 8.5%；所有
者权益合计 685003.1 亿元，同比增长
9.3%。

成本费用利润率方面，1 月份至 5
月份，国有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6.2%，
与上年同期相比没有变动。其中，中央
企业 7.4%，增长 0.2 个百分点，地方国
有企业4.5%，下降0.1个百分点。

资产负债率方面，5 月末，国有企
业资产负债率 64.5%，降低 0.2 个百分
点。其中，中央企业67.5%，降低0.2个
百分点；地方国有企业62.2%，降低0.1
个百分点。专家认为，资产负债率降
低，反映了国有企业去杠杆取得成效。

财政部发布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

前5个月国企利润同比增长8.7%
应缴税费增幅1.2%，税费负担明显减轻

6月21日，中国最长运煤专线——

蒙西到华中煤运铁路湘赣段接触网最

后一根导线在湖南浏阳跨马站架设完

成，标志着该区段正线接触网顺利贯

通。湘赣段是蒙华铁路施工最难区

段，接触网的顺利贯通，为全线10月1

日建成开通奠定了基础。

蒙华铁路是中国首条轴重最重、

线路最长、覆盖面最广的煤运专用线，

线路北起内蒙古浩勒报吉站，终点到

达江西吉安，途经内蒙古、陕西、山西、

河南、湖北、湖南、江西 7 省区，全长

1814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

本报记者 齐 慧、通讯员 翟

丽君摄影报道

蒙华铁路湘赣段

接触网顺利贯通

本报北京 6 月 21 日讯
记者佘颖报道：市场监管总

局 21 日发布的 5 月份价格投
诉报告显示，农产品价格波动
受到关注。全国 12358 价格监
管平台数据显示，5月份，农产
品相关行业共受理价格举报、
投诉、咨询376件，较上月增长
41.35%。其中，价格投诉38件，
占总受理量10.11%，环比增长
46.15%；价格举报 170 件，占
45.21%，环比增长 68.32%；价
格咨询 168 件，占 44.68%，环
比增长20.86%。

从产品分类看，受理量排
名前5位的是肉类、水果类、蔬

菜类、蛋类、粮食类。肉类产品
举报集中在猪肉、牛肉、鸭肉等
定价问题方面；水果类价格举
报中，反映西瓜、梨、苹果等多
种水果定价高、明码标价不规
范等问题比重较高；蔬菜类价
格举报，主要反映明码标价不
规范，黄瓜、西葫芦等蔬菜不同
地区价格差大等问题。

同时，由于 5 月 15 日国家
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降低一般
工商业电价的通知》，“通知细
则”“实施时间”等成为公众关切
热点，导致平台共受理电力价格
方面的案件 684 件，环比下降
46.62%。

本报山东德州 6月 21日
电 记者吉蕾蕾报道：21日上
午，随着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
程山东段六五河节制闸的关
闭，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
延应急试通水六五河节制闸以
南调度工作完成。预计整个调
水任务24日完成。

本次试通水线路主要利用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既有输水线
路，入南运河后继续向下游输
水至天津北大港水库，线路全
长 487 公里。应急试通水从 4
月 21 日起，目前通入河北境

内水量已达 3838 万立方米，
远超其 1700 万立方米分配水
量；过天津市九宣闸的水量已
达 1872 万立方米，考虑水头
行进速度，预计 6 月 24 日左
右可完成向天津补水 2000 万
立方米的任务。

水利部南水北调司运行管
理处处长李益表示，本次试通
水旨在通过援引长江水水源置
换河北和天津深层地下水超采
区农业用水，压减深层水开采
量，回补地下水，相机向河湖补
水，改善水生态。

6 月 20 日，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在河南郑州召开全国加快
推进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第三次现
场经验交流会。据悉，2018 年
末，全国纳入粮食产业经济统计
的企业达到 2.3 万户，年工业总
产值突破 3 万亿元；产值超千亿
元省份 11 个，其中，山东省突破
4000 亿元，江苏、安徽、广东、湖
北、河南 5 省均超过 2000 亿元。
粮食产业已经成为一些主产区重
要支柱产业。

粮食主产区的资源优势在粮
食和农业，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也在粮食和农业。近两年，各地
主产区以“粮头食尾”和“农头工
尾”为引领，立足粮食资源优势，
发展壮大粮食产业，把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形成粮食
兴、产业旺、经济强的良性循环，
破解主产区“产粮越多，经济越
穷”的发展困境，调动了地方抓粮
积极性和农民种粮积极性。

河南省漯河市在探索粮食产
业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漯河地处全国粮食主产区和
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年产量
180万吨、加工转化 600万吨、物
流转运 1000 万吨；规模以上粮
油加工企业 105 家，成为河南省
万亿食品产业集群的重要支撑。
该市构建从田间到餐桌的优质农
产品供应体系，支持龙头企业与
产业链上下游成立农业产业化联
合体，实现“产购储加销”一体化
发展。建成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 14 个，年营收突破 800 亿元，
带动20万农户增收。

粮食产业在稳增长调结构、
支撑地方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壮大一
个龙头，带动一个产业；建好一个
园区，隆起一片高地。各地立足
特色资源和产业基础，壮大一批实力强、带动作用突出的骨干企
业。优化粮食产业区域布局，支持主产区依托县域培育粮食产业
集群，尽可能把产业链留在县域。

2017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启动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以
来，把创建示范县市作为推进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抓
手，对遴选认定的示范市县给予优先支持，发挥“领头雁”作用。随
着粮食产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各地把品牌建设作为粮食产业发展
的重要战略，以品牌建设为支撑，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目前，全
国涌现出“吉林大米”“荆楚大地”“广西香米”“齐鲁粮油”“天府菜
油”等大批知名度和美誉度很高的粮食区域品牌。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
北延应急试通水即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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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价格投诉报告显示

农产品价格波动受到关注

本报北京6月21日讯 记者曾金

华报道：财政部、自然资源部21日联合
发布通知，明确试点在土地储备领域按
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预算管理。两部

门表示，此举旨在规范土地储备项目预
算管理，健全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控
制机制，有效防控专项债务风险，促进
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首批试点地区包括北京、天津、
河北、河南、山东 （含青岛）、浙江

（含宁波）、厦门等7省 （市），以后年
度视情况逐步扩大试点范围。试点地

区可以自行选择市县 （区） 开展试
点。鼓励符合条件的其他地区自行选
择市县 （区） 开展试点。

两部门要求，各省分配专项债务
限额时可以对开展试点的市县 （区）
予 以 适 当 倾 斜 。 开 展 试 点 的 市 县

（区） 应当充实人员力量，统筹安排开
展试点所需经费，确保试点工作顺利
实施。试点地区应当定期评估试点
情况。

土地储备项目试点全生命周期预算管理
将视情况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21日
电 （记者齐中熙） 记者从中
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获悉，国
内首例采用“新管幕法”施工的
隧道工程——太原市迎泽大街
下穿火车站通道工程 21 日顺
利贯通。

中铁十四局集团项目负责
人韩仲慧介绍，工程下穿有着百
年历史的特级火车站太原站，隧
道宽18.2米、高10.5米，最浅埋

深仅2.6米，属于超浅埋、大断面
隧道工程，施工过程中极易出现
冒顶和大面积塌方。

太原火车站每天通过和到
发340余列列车，如果采用传统
的框架顶涵、暗挖及大盾构施工
技术，对车站扰动很大，稍有不
慎就会危及过往列车安全。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工程
采用了在国际上较为前沿的新
管幕法施工技术。

国内首例采用“新管幕法”
施 工 的 隧 道 工 程 贯 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