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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移动通信月户均支出47.8元——

移动资费：看支出还要看服务
本报记者 黄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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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人有、人人没份”到“人人有份、人人有”——

农民变股东 要迈三道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日前发布的
《中国宽带资费水平报告》显示，2020
年第二季度，我国宽带资费水平如下：
固定宽带月户均支出为35.7元，同比下
降1.7%；移动数据流量平均资费为4.3
元/GB，同比下降了23.25%；用户月均
移动数据使用量为9.52GB，同比增长
33.8%；移动通信月户均支出为 47.8
元，同比下降1.3%。

报告显示，二季度，无论是固定宽
带还是移动通信，我国的资费都在全球
处于较低水平。

在固定宽带业务方面，对比国际
来看，今年第二季度，按购买力平价
指数价格水平从低到高排名，我国光
纤宽带门槛价格、平均价格和中位数
价格排名分别位于第1位、第29位和
第18位，在全部71个国家中排名前
列。按购买力平价指数价格水平从低

到高排名，我国固定宽带门槛价格、
平均价格和中位数价格分别位于第7
位、第28位和第17位，在全球84个
国家中处于偏低水平。

“从各指标看，我国光纤宽带价格
居全球中等偏低水平。由于宽带价格
与带宽有很大关系，因此，应尽可能在
一个相当的水平上作比较。相对来说，
有两个指标更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
的宽带资费水平，一是单位价格，二是
具有代表性的宽带服务的月均价格。”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说。

在移动通信业务方面，对比国际来
看，今年第二季度，我国移动通信资费
在全球处于偏低水平，移动通信用户月
均支出在全部239个国家和地区中按
价格由低至高排名第86位，低于全球
11.36美元的平均水平，远低于美国、加
拿大、韩国等国家。

“当然，我们也要把移动通信月均支
出与服务水平结合起来看。美国、韩国、
日本、新加坡之所以排名靠后，与其移动
通信服务水平更高有关。此外，移动通信
支出也应与购买力作对比。”付亮说。

近日，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
公司与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宝武”）签署太原钢铁
（集团） 有限公司 （简称“太钢集
团”）股权划转协议，推进太钢集团
与中国宝武的联合重组。

这是继重组马钢、实际控制重钢
之后，中国宝武推出的又一重大重组
举措，离实现“亿吨宝武”战略和

“全球钢铁业引领者”的愿景目标更
进一步。这也引发了各方对于中国钢
铁业加快兼并重组，扭转行业集中度
偏低状况的关注。

上市公司太钢不锈发布的公告显
示，根据8月21日签署的《山西省
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中国宝武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太原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协议》，山西
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将向中国宝
武无偿划转其持有的太钢集团51%
的股权。划转完成后，中国宝武将成
为太钢集团的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有
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持有太钢集团股权
的比例将由100%降至49%。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宝武由原宝
钢集团有限公司和武汉钢铁（集团）
公司联合重组而成，于2016年12月
1日揭牌成立，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试点企业。2019年，中国宝武继续
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实现钢产量
9546万吨，营业总收入5522亿元，
利润总额345.3亿元，位列《财富》
世界500强第111位。

太钢集团是集铁矿采掘和钢铁生
产、加工、配送、贸易为一体的特大
型钢铁联合企业，也是全球不锈钢行
业领军企业，具备年产1294万吨钢
（其中450万吨为不锈钢）的生产能
力，可生产不锈钢、碳钢和复合板材
三大系列产品。太钢集团2019年资
产总额1284.7亿元，实现粗钢产量
1086万吨，营业收入797亿元，利润总额35.13亿元。

实施联合重组后，中国宝武将加快实现“亿吨宝武”战略和
“全球钢铁业引领者”的愿景目标。太钢集团将在山西省和中国宝
武的共同支持下，快速实现协同效应，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动力，进
一步拓展发展空间，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巩固全球不锈钢领军企业
地位，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力争5年内建设成为中国宝武不锈钢产
业一体化运营的旗舰平台公司、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不锈钢全产业链
企业。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李新创表示，当前，中国钢产量全
球占比超过50%，全球钢产量前50名钢铁企业中，中国钢铁企业多
达28家，产业影响力巨大。中国宝武与太钢集团的联合重组，对于
打造世界钢铁旗舰企业，引领我国由钢铁大国发展成为钢铁强国具有
重要意义。

据了解，上述联合重组还需上报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并履行相关
监管审查等程序。

“从全球并购重组周期、钢铁产业内在规律和企业发展需求角度
看，推进我国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是大势所趋。”李新创指出，我国钢
铁企业数量众多，但集中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严重制约了我国钢铁
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从国家层面看，产业政策明确要求要提高产业集
中度，组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钢铁企业集团。从行业层面
看，钢铁企业数量多、经营分散的市场格局是价格战、同质化等无序
竞争的根源。

近年来，国内钢企并购重组、区域整合步伐加快。山西支持山西
建龙、晋钢集团等龙头企业加快整合省内存量产能。河北邯郸提出，
通过兼并重组，2020年将钢铁企业数量由17家整合为8家。江苏徐
州计划将18家钢铁企业优化整合形成2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2020
年实现钢铁产能下降30%以上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钢铁行业集中度仍偏低，与行业有序发
展和产业政策的要求仍然有较大差距。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已将“加快推进兼并重组，优化产业组织结
构”作为推动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中国钢铁工业协
会会长沈彬日前强调，钢铁行业要加快兼并重组步伐，构建分工协
作、有效竞争、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注重提高协同应对市场危机的
能力，打造不同层级的优势企业集团，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区域号
召力、专业影响力的龙头企业，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全球钢铁
治理。

当前，钢铁业兼并重组加速态势明显，但钢铁企业重组存在的
“规模情结”“重重组、轻整合”等问题，也需有关方面加以重视。
“应以‘高质量’思维推进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提升中国钢铁产业国
际竞争力。”李新创分析指出，钢铁企业重组应在规模扩张的基础
上，尊重钢铁产业发展规律，从单一化的扩大规模变成“扩大规模+
提高质量”，从一般性的兼并重组变成“兼并重组+整合提升”。

近年来，我国先后组织开展了5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今年已在全国面上推开。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已有

74.5%的村完成改革。目前，这项改革已在开展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全面确认集体成员身份、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眼下，一场关乎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
改革正在农村推进。这项改革名为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此前已开展5
批，共有28个省份、89个地市、442个县
整建制开展试点，今年已在全国面上推
开。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已有74.5%的村
完成改革。按照要求，2021年底要基本
完成改革任务。剩余一年多时间，改革还
有哪些难啃的“硬骨头”？

专家表示，今后要继续用好集体资产
清产核资工作成果，全面确认集体成员身
份，逐步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走好这
三步，才能让农民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
持续受益。

摸清家底，交出明白账

产权改革首先要摸清家底。然而，这
对农村来说并非易事。过去，很多农村存
在产权虚置、账目不清、分配不公开、管理
不透明等问题。记者此前在农村采访时，
一些农民反映，不清楚集体资产有多少，
感觉集体资产看得见却摸不着。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清产核资。福建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姜卲丰
说，清产核资要把握“全”和“细”，避免出
现新的糊涂账。“全”就是对乡镇、村、组三
级资产和资源性、经营性、非经营性三类
资产进行全面清查。“细”就是按照清查核
实、公示确认、建立台账、审核备案、汇总
上报、纳入平台6个步骤，全程留痕。

经过3年的努力，全国拥有农村集体
资产的5695个乡镇、60.2万个村、238.5
万个组，共计299.2万个单位，完成1.2亿
张报表在线数据报送，农村集体经济的账
本清晰起来。日前公布的全国清产核资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集体
账面资产6.5万亿元，其中，乡镇0.7万亿
元、村级4.9万亿元、组级0.9万亿元；土地
等资源性资产 65.5 亿亩，其中，农用地
59.1亿亩、建设用地3.8亿亩、未利用地
2.6亿亩。农民们反映，过去的“一锅粥”
变成了现在的一本账，“终于知道村里有
多少钱、多少地、多少房子了”。

专家分析，从数据看，很多农村的账
面资产家底并不厚，但土地等资源性资产
家底丰厚。从总量看，村庄之间分布还不
均衡，有超过四分之三的资产集中在14%
的村。从收益看，有10.4%的村收益在50
万元以上，主要集中在城中村、城郊村和
资源充沛的村庄。

尊重民意，成员要认准

接下来的难题是，谁是资产主人，如
何确认资格，怎样折股量化。清华大学中
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说，经济社会
快速转型带来的村庄变迁、历史遗留下来
长期未解决的难题等都造成了成员资格
界定的复杂性。因此，股份合作制改革是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头戏，基本思
路是以股份或者份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
成员，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盘活用

好农村集体资产。实践中，各地折股量
化、股权管理方式各有特点。

“确认成员身份，要统筹考虑户籍关
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对集体积累的贡
献等因素，妥善解决成员边界不清问题。
许多村组80%左右的人依据县级文件可
以明确是否为成员；其余有争议的人员究
竟是不是成员，最好的办法是让老百姓说
了算，通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讨论
决定。”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二级巡
视员余葵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由农民
群众民主协商形成具体标准，是成员身份
确认的法宝。目前，全国共确认集体成员
6亿多人。

成员确认比较难的焦点是出嫁女、入
赘婿。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寺底村共有9
户本地户籍出嫁女，成员身份确认时，部
分村民提出反对意见。经过10多次会议
讨论，最终认定出嫁女每人享受0.3股股
权。而在相隔不远的花塔村，最大争论点
在于入赘婿的成员身份确认。村党支部
书记何建平说，“女婿是外村的，虽然户口
落下来了，但对村集体的贡献少，好多人
最初不同意给股权。我们开了多次会议，
最后同意的方案是，女婿如在村内有地就
给全股，如没有地就给半股”。

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
长韩俊表示，在出嫁女成员身份确认的
问题上，既要防止“两头空”，也要防止

“两头占”。

成立组织，农民享股权

江西省上栗县金山镇下辖21个行政
村，有务农人口1万余人。镇长肖航涛介
绍，当地以“查全、登准、规范、管好”为目
标，对全镇农村集体所有的各类资产进行
了清产核资，让集体资产成为“明白账”；
按照“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程序规范、群
众认可”原则，以村为单位，以户籍为基
础，由村“两委”进行资格初审，交村民代

表大会讨论通过后张榜公示，确认成员身
份。在确产、确员的基础上，成立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做强做大集体经济，农民既
当家、又监管、还分红。

从全国来看，大规模的清产核资工作
基本结束，各地已进入建立集体经济组织
的攻坚期。“中央要求，有集体统一经营资
产的村组，特别是城中村、城郊村、经济发
达村等应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余葵说，现在一些外来人口很多的村庄，
村民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已经完全不是
一个概念，迫切需要明确村民委员会事务
与集体经济事务的界限。目前，全国已有
70.1%的村领取了集体经济组织登记

证书。
目前，天津市西青区全面完成了全区

161个村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任务。区
委书记李清说，161个村划分为城中村、
经济强村和土地资源大村三大类，均建立
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在发展上分类施
策。总体看，改革实现了分股合心、联股
联心，同心谋发展的劲头更足了。

“改革要大胆闯、大胆试，鼓励地方结
合实际，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先行先
试地方立法，为国家层面立法提供支撑；
加快制定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
人资格的税收优惠、金融扶持、用地保障
等政策。”韩俊说。

□ 农 兴

农村集体资产是农村发展的物质财
富，包括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森林、
草原等资源性资产，用于集体经营的房
屋、机器设备等经营性资产，提供公共
服务的教育、卫生等非经营性资产。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
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对保障农民
权益、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业
内认为，这是一项可以媲美“大包干”
的重大改革，是农村改革的第二次
飞跃。

总体看，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就是让农民群众成为集体经济发展
的真正参与者和受益者。通过将集体资
产以股份或者份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成
员，建立健全产权明晰、运转高效的体制
机制，为放活资源打下坚实的制度基

础。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
入，使农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另一方面，
可以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更多权能，优
化农村各类资源要素配置。

要看到，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
村集体资产存量不同，农民群众的意愿
诉求多样，推进这项改革不能搞一刀切，
需要探索多元路径。集体资产是各个历
史阶段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劳动成果的累
积，因此成员身份确认应当涵盖各个阶
段的不同群体，既要尊重历史，也要兼顾
现实。各地要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聪明
才智，妥善应对新增人口的利益诉求，确
保改革进程中农村和谐稳定。要根据不
同地区特征条件确定重点任务，因村制
宜，鼓励集体经济组织探索多渠道、多业
态、多元化的发展模式。

农村集体资产盘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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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昆仑中路102号畅源融信大厦14—16层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0年08月21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

2020年8月31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