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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塑 大 豆 产 业 竞 争 力

中央强调保障初级产品供给和树立大食物观的新形势下，有必要重新审视大

豆问题，破产业困局，开发展新局。大豆的供给保障能力强不强，影响我国农业的

成色和经济的韧性，大豆关系粮食安全也关系食物结构。大豆发展开新局，关键

是重塑行业竞争力，这需要强政策、强科技、强加工。

大豆正持续受到关注。去年底，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三农”工作时强

调，要实打实地调整结构，扩种大豆和油料。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大力实施大豆和

油料产能提升工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促进大豆和油料增产。日前召开的扩

种大豆油料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提出，采

取过硬措施，增加大豆种植面积。重要会议

和文件如此密集地强调大豆，在历史上也不

多见。

在我国统计口径中，大豆属于粮食范畴；

在国际上，粮食单指谷物，大豆则是油料和饲

料来源。在我国几大粮食作物中，水稻、小

麦、玉米均实现了相当高的自给率，唯独大豆

85%的消费量要靠进口，已成为我国进口量

最大的农产品。近些年，大豆进口依存度过

高的问题，时常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中

央强调保障初级产品供给和树立大食物观的

新形势下，有必要重新审视大豆问题，破产业

困局、开发展新局。

从初级产品供给的角度看，大豆的供给

保障能力强不强，影响我国农业的成色和经

济的韧性。作为典型的初级产品，无事的时

候大豆可能不显山不露水，有事的时候其重

要性非同一般。这些年，大豆困局的背后是

需求量增加迅速，原因是居民膳食结构变

化，人均食用油和肉类消费量均远超世界平

均水平。食用油消费增长迅速，从动物油脂

和菜籽油为主变为大豆油为主；肉类消费量

增长迅速，20 年间提高了 3 倍，导致对豆粕

需求旺盛。大豆供给当然离不开国际市场，

但我们也要保有一定的产量，这样面对国际

市 场 才 有 底 气 ，避 免 关 键 时 候 买 不 到 、买

不起。

从大食物观的角度看，大豆关系粮食安

全也关系食物结构。大豆天然存在与谷物尤

其是玉米争地的问题。此前，为优先保障口

粮，政策向谷物倾斜，加之大豆比较效益低，

农户种植意愿不强。“十三五”期间，国家调整

种植结构，压减供给过剩的玉米，大豆面积从

2016 年的 1.08 亿亩增加到 2020 年的 1.48 亿

亩，达到近 10 年最高值。2021 年春，玉米价

格 涨 幅 较 大 ，农 民 对 玉 米 预 期 更 高 ，导 致

2021 年大豆面积较上年减少 2200 万亩。全

年 1.3 万亿斤的粮食产量当然要确保，但作为

特殊品种，大豆关系豆制品、植物油、肉蛋奶

消费，也很有必要单独强调、专门施策。

进一步分析大豆困局，症结在于行业效

益。从单产看，过去 20 年间，我国大豆单产

增幅既远不及美国、巴西，也远低于国内三大

谷物。目前，我国大豆亩产 130 多公斤，比世

界平均水平差 50 多公斤，比美国、巴西差约

100 公斤。从种植面积看，我国大豆种植面

积不到美国和巴西的三分之一。按现有单产

水平，如果生产 1 亿吨大豆，需要 7 亿多亩

地。但实际上，我国耕地面积近年刚性下降，

如果作物间的比较效益不改变，短期难有那

么多地种大豆。从利润看，我国大豆种植亩

均净利润 2014 年后开始出现负值，人工成本

常年占总成本的三成。尽管美国和巴西大豆

利润波动较大，但极少出现负利润。

大豆发展开新局，关键是重塑行业竞争

力。一是强政策。保产量的首要还是保面

积。要完善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充分考虑

平衡玉米大豆种植收益，让农民种大豆不吃

亏，自然愿意多种、套种、间种。二是强科

技。这当然离不开培育高产大豆品种，但更

重要的是，在推广已有优良品种上下功夫，在

提高机械化率上做文章，从而提高单产、降低

成本。三是强加工。加工上承种植、下启养

殖，是吐纳产能

的蓄水池。发展

大豆加工业，要

提 高 原 料 利 用

率，创新加工技

术，针对食用大

豆发力高档大豆

蛋白产品，针对

油用大豆提高压

榨水平，从而提

升价值链。

统筹推进能源安全与转型

韩

晶

近期俄乌冲突升级，对全球

能源市场带来冲击，布伦特原油

价格一度攀升至每桶 140 美元，

创下 2009 年以来新高。能源价

格高企给世界经济增长增添了新

的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凸

显确保能源安全与推进能源转型

的重要性。当前，我国正处在工

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期，经济发

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必

须把能源安全放在国家发展战略

的重要位置。同时，稳妥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也给能源保供与绿

色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国能源安全应立足“富煤、

贫油、少气”的基本国情。煤炭在

我国已探明的化石能源资源储量

中占比 94%左右，煤炭消费量占

能源消费总量的 56%。短期内，

煤 炭 仍 是 能 源 安 全 稳 定 供 应 的

“压舱石”，支撑能源结构调整和

转型发展的“稳定器”。去年我国

部分地区搞运动式“减碳”、踩“急

刹车”，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电力供

应紧张。此次俄乌冲突导致欧洲

能源危机愈演愈烈，一个重要原

因在于欧洲国家能源转型过快过

猛，新能源青黄不接时，能源对外

依赖度偏高，一旦出现“黑天鹅”

或“灰犀牛”事件，能源危机就会

如影随形。

事实证明，能源转型不是一

蹴而就的，需要坚持通盘谋划，先

立后破，不立不破，能源饭碗要牢

牢端在自己手中。在把煤炭当作

“压舱石”的同时，要抓好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持续推动煤电机组

超低排放改造。

为 了 更 高 质 量 保 障 能 源 安

全，必须建立多元的能源供应保

障体系。在能源低碳清洁化转型

的驱动下，各国对油气资源的争

夺更加激烈。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较高，天然气对外依存

度也不低。为稳定油气保供，我们一方面需要大幅增加油

气勘探开发投入，推动油气增储上产；另一方面，应把油气

储备体系建设摆到与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同等重要的位置，

健全油气供应保障和储备应急体系，提高各种极端情况的

油气供应保障能力。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在保证能源

安全的前提下，我们要有序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这既

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需要，也是降低我国对国际油气依赖

度、提高能源自给率的重点方向。

从全球来看，经历此次能源危机，欧洲各国纷纷表示加

大可再生能源部署，加速向新能源领域全面转型。例如，德

国最近宣布，到 2035 年 100%的电力将来自可再生能源。可

以预见，不久的将来新能源领域的国际竞争将加剧。如何

在新能源领域掌握更多先机，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赢

得更多优势是关系到我国未来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的重大

战略选项。

抓紧部署新能源前沿技术研究。应依托能源领域优势

企业布局设立一批国家能源研发创新平台，重点围绕氢能

等新能源生产消费、多能互补技术、高效低成本储能、智能

电网运行等领域，推动技术协同攻关，解决“卡脖子”难题，

锻造可再生能源关键技术长板，支撑引领能源行业高质量

发展。

加快构建以清洁低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应体系。大

力推进以沙漠、戈壁等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和

分布式新能源建设，对区域内现有煤电机组进行升级改造，

使之为新能源发电提供调节支撑；支持新能源电力能建尽

建、能并尽并、能发尽发，加快构建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推

动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

完善能源转型制度供给。加快建设现代能源市场体

系，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新能源领域集聚，激发各类市场

主体绿色低碳转型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深化能源战略

统筹和安全责任落实制度，把能源供应保障纳入考核机制，

压实有关企业保供责任；完善国际协同发展合作机制，积极

推动能源产能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格局下的能源安全；健全

能源预测预警机制，有效化解和降低不可预测事件对国家

能源安全的影响，牢牢守住能源安全底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营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APP 隐私条款应简明实用
李勇坚

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10.29

亿。随着手机功能的不断扩充，与之相关的 APP

数量激增。然而，安装 APP 时需要阅读的“用户协

议和隐私政策”却越来越冗长晦涩，给用户带来了

极大的阅读负担。这些包含大量法律术语和技术

名 词 的 条 款 ，隐 含 着 某 些 剥 夺 用 户 正 当 权 益 的

内容。

针对以上情况，中央网信办曾于 2017 年对一些

开发者的隐私条款进行评审，并公布了其中 10 家

企业的隐私条款评审结果，发现隐私条款中隐含着

不少对用户不利的内容。中国消费者协会于 2018

年 8 月至 10 月对 10 类 100 款 APP 进行了个人信息

收集与隐私政策测评，发现多达 91 款 APP 列出的

权限存在涉嫌“越界”，即存在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

息的问题。

复杂的隐私条款给用户权益带来了潜在的损

害。很多开发者在隐私条款中把所有责任单方面

归于用户，并免除自己的责任，在这种条款的束缚

下，即使厂商收集了一些不该收集的隐私数据或者

对数据采取分享等行为，用户也因为协议原因难以

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例如，有些隐私条款中包含

着数据分享条款，这导致开发者将数据分享给一些

做精准营销的第三方企业，使消费者会收到不胜其

烦的营销短信轰炸。还有一些开发者利用这些条

款过度收集用户信息，有的隐私条款中所明确的权

限与 APP 功能需求并不匹配，而 APP 要求用户“一

揽子”授权，这样一来，用户无法选择所需要的功能

及其相应的隐私条款，只能被动地接受平台提供的

格式条款。

治理上述情况，需要政府、平台、社会组织等通

力合作，在法律政策规范、平台生态治理、技术手段

等方面发力，更好地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

我国现有的法律政策对 APP 的数据收集等有

相应规定。2021 年，网信办等 4 部委出台了《常见

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

定》，明确了 39 类 APP 数据收集的具体范围，这为

APP 隐 私 条 款 中 涉 及 数 据 收 集 的 内 容 明 确 了 边

界。之后公布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

见稿）》，对隐私条款的修改等进行了规范，要求一

般平台就隐私条款的修改进行不少于 30 个工作日

的公示与征求意见，而大型平台的隐私条款修订

则需要经过第三方评估，并报经主管部门同意。

这些要求对 APP 的隐私条款规范起到了指导作

用。而从平台生态的视角，有关规定要求各大应

用市场应该承担对隐私保护的监管责任，建立起

隐私协议示范条款，并对 APP 的隐私条款进行审

核，从而使其更为规范、简明、易懂。此外，“增强

式告知”制度的建立，要求开发者突出展示隐私条

款中用户最关心的信息或者与用户利益最相关的

内容，从而使用户快速了解到隐私条款的关键核

心内容。

在对 APP 隐私条款进行规范过程中，可适当借

鉴国外的经验，引入社会组织、利用技术手段保护

用户合法权利。世界范围内，一些学术机构或者社

会组织开始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取隐私政策的

核心内容，形成摘要和流程图，从而使用户在较短

时间内完成对隐私政策的准确理解，减少用户阅读

隐私条款的负担。

总之，APP 隐私条款过于复杂晦涩，会给用户

带来隐私泄露、知情权和选择权被剥夺等潜在风

险，需要通过政府、平台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对其

进行全面治理，以更好地保护用户权益。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直播间流量造假该整治

近年来，网络直播和短视频发展迅速，但也出现了数据弄虚作假、高额打赏

等问题。对此，有关部门多次进行整治规范。据悉，2022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

将重点开展打击网络直播、短视频领域乱象，算法综合治理、暑期未成年人网络

环境整治等十方面任务。其中，整治直播间营造虚假人气、虚假带货量等相关问

题，既要通过规范功能，推动榜单设置、连麦PK等重点功能健康有序运行，还要继

续打击流量造假、黑公关、网络水军等，做到引导规范与打击乱象并举，切实防止

问题反弹回潮。 （时 锋）

勾建山勾建山作作（（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中国经济增长提振世界经济复苏
阿西夫·努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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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车险“提前续保期”值得推广
何勇海

尽管5.5%左右的经济增速目标相较于此前一些年的快速增长有所下降，

但中国经济增速仍将快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反复

和地区冲突的阴云下，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引领和提振作用显得

尤其可贵。历史证明，中国一直能够实现其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

日前召开的全国两会为中国长期发

展和进步作出了关键性的决策部署。其

中 ，今 年 经 济 增 速 目 标 被 设 定 为 5.5%左

右，客观反映了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内外

部挑战，以理性科学的增速目标为经济更

稳定发展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尤其是有

助于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和民生

福祉。

中国政府持续性地致力于降低负债，

增加对基层的财政支持以及减少人民税

负。尽管 5.5%左右的经济增速目标相较

于此前一些年的快速增长有所下降，但中

国经济增速仍将快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

体，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和地区冲

突的阴云下，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复

苏的引领和提振作用显得尤其可贵。

当 前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面 临 着 消 费 需

求疲软、供给市场震荡、国际环境复杂等

多 种 挑 战 。 面 对 上 述 压 力 ，中 国 政 府 坚

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基调，将夯基固

本 、管 控 风 险 置 于 经 济 工 作 的 突 出 位

置 。 其 中 ，中 国 政 府 将 向 欠 发 达 地 区 投

入 更 多 财 政 资 源 ，推 动 其 以 更 高 的 增 速

追 赶 发 达 地 区 的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最 终 实

现共同富裕。

中国政府提出，要通过理性支出控制

风险，管理好增长与负债以实现经济可持

续发展。其中，财政赤字率进一步下调，拟

按 2.8%左右安排，表明中国政府的减债决

心。中国政府还提出要增加民生支出并减

少税负，表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民生改善

和为民减负。

值得一提的是，成功的疫情防控是中

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政府一

直实行的“动态清零”政策，对于确保国内

经济复苏以及全球供应链稳定都具有重要

意义。

历史证明，中国一直能够实现其设定

的经济增长目标。去年中国经济增速高达

8.1%，并且提前 10 年实现了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全世界也见证

了中国减贫战略的成功实施和脱贫攻坚的

全面胜利。因此，世界对于中国发展前景

不应该有丝毫怀疑。中国政府正在系统性

地并有组织地为人民的愿望服务，中国正

在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作者系巴基斯坦“一带一路”之友
论坛创始人）

自 3 月 19 日起，山西省机动车辆保险

提前续保周期由 90 天调整为 45 天，此举引

发关注。

众所周知，开车上路必须为爱车投保

车险。然而，有的车主却因种种原因，错过

续 保 期 限 ，导 致 车 辆 在 路 上“ 脱 保 ”“ 裸

奔”。在无车险保障之下发生需要担责的

交通事故，无论是车损还是人伤及其他赔

偿，都需要车主自负。其中的交强险如果

“脱保”，还会面临双倍处罚，并扣留车辆。

给车辆提前续保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商业车险续保可

允许提前 90 天，虽能让车主有更长的考

虑、选择期，商量的余地更大，但其负面影

响也不容小觑。车险公司为了争夺客户，或

防止客户流失，一般都会在车险到期前两三

个月内，不断地打电话给车主报出所谓的优

惠价，希望车主投保或续保，让很多车主饱

受电话推销的骚扰，损害了用户体验。在3个

月的期限内，保险销售人员也会借助各种节

假日等理由搞促销，不免存在虚张声势之

嫌。实际上，有时在规定时间内续保并不影

响优惠，匆忙续保反而提前占用了客户的

资金。

此外，车险报价是在不断进行动态调

整的，可以提前续保的周期越长，同一辆车

的车险报价差别就可能越大，容易引起车

主的困惑或误解。

基于上述问题，山西省将车险提前续

保周期由 90 天改为 45 天。目前也有个别

省份可以提前 30 天或 60 天续保。这样的

续保周期调整，无疑有利于维护保险消费

者合法权益，规范车险市场销售行为，促进

车险业务持续健康发展。网络时代，车主

与保险公司的联系很方便，续保周期完全

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保险销售人员借助各种理由搞促销，不免存在虚张声势之嫌。实际上，有

时在规定时间内续保并不影响优惠，匆忙续保反而提前占用了客户的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