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虎年股市萎靡行， 亿万股民不开心。

财产收入难致富， 生存压力真要命。

实体产业早回暖， 虚拟经济终跟进。

但愿兔年风光好， 沪指奋进伴牛铃。

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四大注意

谭浩俊

继安徽皖江、 广西桂东之后， 日

前， 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也获

得了国家发改委的批复， 成为全国第三

个东部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区。

这意味着东部向中西部实施产业转

移、 与中西部联动发展、 实现共同发展

目标的号角正式吹响。 可以预料， “十

二五” 中西部发展的快慢与好坏， 很大

程度上将取决于产业转移顺利与否。 而

三个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承接与消化水

平、 服务与发展能力， 将对整个东部地

区产业转移， 乃至发达国家产业向中国

中西部地区转移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特别是近十多

年来， 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能

够以较大的优势领先于中西部地区， 一

个十分关键的原因， 就是承接了发达国

家的产业转移， 尤其是制造业转移， 使

东部地区的发展少走了许多弯路， 少投

入了很多资金， 也少经历了许多曲折。

但是， 东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

中， 由于过度看重了眼前利益和即时利

益， 过度看重快速创造政绩和效益， 也

带来了许多问题。 如产业承接过程中的

简单复制、 不注意环境保护、 不注重土

地资源珍惜、 不关心节能降耗、 不防止

产能过剩等， 在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同

时， 产业层次低、 核心技术少、 市场竞

争力弱以及环境和土地承载力越来越低

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为今后的进一步

发展留下了许多隐患。

所以， 中西部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和为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创造条件过程

中， 必须认真吸取东部在产业承接过程

中的教训， 避免类似问题的再度发生。

首先， 要避免简单复制。 产业转

移， 决不应该是简单的复制。 如果说东

部地区在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时， 还

受到当时国情的影响， 没有在产业承接

过程中进行有效选择和搭配， 进行了简

单复制的话， 那么， 今天中西部在承接

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 切不可再走东部

产业承接的老路， 实行简单复制。 而应

当有选择、 有条件地进行产业承接， 凡

是转移之后产能得不到提升、 技术得不

到优化、 节能降耗水平得不到提高、 效

益和市场竞争力得不到增强的产业和项

目， 要一律拒绝承接。 国家有关方面在

对产业转移项目进行审批时， 也必须将

此作为是否可以转移的重要标准。 否

则， 不予审批。

第二， 要防止对环境资源的破坏。

中西部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 凡

是污染十分严重、 处理能力不强、 处理

成本过高的企业与项目， 必须采取 “拒

绝制”， 坚决拒绝这些企业与项目的落

户。 因为， 种种迹象表明， 东部地区的

一些污染企业， 已经把眼睛盯在了这次

产业转移上， 试图通过产业转移使企业

和项目保存下来。 很显然， 对这样的问

题必须防止， 避免中西部重蹈东部地区

的覆辙。 尤其像四川、 重庆这样的地

区， 由于处于长江上游， 一旦环境保护

不力， 将影响到中下流若干个省份、 几

亿人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第三， 要保护好土地资源。 从东部

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实际情况看，

一个如今看来十分严重的问题， 就是对

土地资源的保护。 可以这样说， 凡是经

济发达的地区， 凡是外资集中的地区，

都面临着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问题。 一

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些地区在承

接产业转移过程中， 只顾要项目、 要企

业， 而过度迁就了投资者对土地的过分要

求， 造成许多企业所获得的土地面积与投

资能力和生产能力完全不配套、 不相称，

使土地资源浪费十分严重， 也给今后的发

展带来了严重制约。 所以， 中西部在承接

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 切不可过度放松土

地资源的提供， 一定要按照项目的投资强

度、 产出能力和市场状况供应土地， 保护

好中西部地区的土地资源。

第四， 要有利于节能降耗。 可以肯

定， 在此轮产业转移过程中， 凡是能耗

大、 资源消耗多的企业和产品， 都是急于

转移的重点。 那么， 中西部地区在接受东

部产业转移时， 切不可忽视节能降耗工

作。 凡是能耗过大、 资源消耗过多的企业

和项目， 必须严格把关， 严格执行国家的

有关政策和规定。 如果企业在节能降耗方

面达不到国家的规定和要求， 这样的项

目， 不能要， 也不能批准。

当然， 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 还要

防止产能过剩行业的回避式转移、 重复建

设等问题， 把产业转移和承接的起点拉

高、 标杆拉高， 使此轮产业转移真正成为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推手。

（作者单位： 江苏镇江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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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保密工作疏忽不得

卫文省

目前， 一年一度的上市公司年报披

露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年度报告是

上市公司最重要的定期报告， 它不仅包

括公司年度经营管理的所有财务数据，

还包括公司的年度利润分配计划、 公司

治理及其他重要事项。 一旦年报审计和

披露工作任一个环节保密工作出现纰

漏， 都可能带来市场波动。 从这个角度

上讲， 上市公司必须切实加强年报披露

期间的保密工作。

首先， 必须加强内部保密工作。

凡是能够接触到未披露的公司年报资

料， 尤其是财务数据和利润分配计划

的部门和个人， 都应该视作内幕信息

知情人， 予以严格的登记管理， 出现

泄密情况的， 依法严厉问责。 一些涉

及年报信息披露和财务数据的部门，

如证券部和财务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

员， 在此期间， 在接听外部电话或接待

投资者 （尤其是机构投资者） 的调研

时， 必须依法做好保密工作， 不该说

的， 绝对不能说， 以确保年报信息披露

工作的公平性和严肃性。

其次， 必须做好中介机构的保密

工作。 中介公司也是泄密的渠道之一，

一旦未披露的年报数据提供给公司以

外的人员使用， 就很有可能被其利用

来炒作二级市场的股价， 后果严重。

对于那些因再融资和并购重组正在证

监会待审的上市公司， 如确需补充年

度报告的， 也必须保证在年报披露后

再提交给相关保荐券商， 而绝不能提

前提供给其使用， 以防公司年报数据

等重要资料的提前外泄。

最后， 必须做好外部信息使用人的

保密工作。

这里的外部信息使用人， 包括上市

公司以外能够在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之前

接触到年报资料的所有部门和个人。 如

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 国资委、 统计、

税务、 券商和基金的研究人员等。 上市

公司应严格执行内幕信息知情人制度，

将外部信息使用人一律作为内幕信息知

情人予以登记， 出现问题， 据此问责。

在对待国资委、 统计、 税务等政府部门

根据管理权限和相关法律法规需要提前

知晓上市公司财务等经营数据的， 可在

此之前将主要财务数据预先为投资者做

一个业绩快报； 而对作为国有控股上市

公司的东家的各级国资委， 因为公司的

利润分配计划在年报披露前要经过大股

东审批， 而其大股东按照管理权限则

必然要将相关情况报备其上级单位国

资委， 而现实生活中， 一些地方的国

资委往往要求其管辖下的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在每年

1

月初上报业绩快报，

而

1

月初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年报还未

公开披露， 因此， 各级国资委， 凡是

需要提前和能够预先知晓年报数据的

都应视同外部信息使用人严格管理。

对券商和基金的研究人员， 更应该严格

管理， 严防年报信息预先外泄给市场和

投资者造成不良影响。

（作者单位： 山西证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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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养老与国家责任

胡不归

这个春节， 因为我不想去凑春

运那个热闹， 就留在深圳了。 一直

盼着我回老家过年的老父亲， 在电

话的那一端虽然对我的决定表示理

解和赞成， 但我也分明听出了他话

语中的遗憾。 我对春节这种习俗，

近年来益发感觉无趣甚或有点儿厌

恶了。 对于我来说， 春节最大的好

处不过是有几天假期而已， 但与中

国传统的孝道联系起来， 却凭空让

人多出了一分压力来。

父亲是内地一个小城市的退休

公务员， 尽管退休金不多， 每月两

千多元， 但供他养老是足够的， 他

也从来不找我要钱， 给他， 他也要

硬给你塞回来。 他所要求的， 只是

能和儿孙们相聚一下， 可曾闲来愁

沽酒， 偶尔相对饮几盅， 确实也是

一种很温馨的场景。 这种亲情的表

达， 恐怕应该是中国传统孝道文化

的真谛吧。

然而，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

里， 孝道却远远不止这层含义， 孝

道往往是与经济联系在一起的。 积

谷防饥养儿防老， 这种带有明显功

利色彩的观念， 已经深深地融入了

中国人的骨子里。 几千年来， 中国

老人的晚年， 一直都是靠子女来供

养的， 所以才有羊羔跪乳乌鸦反哺

这些传统教育的教材例子。 在今天

的中国， 像我父亲这样靠退休金过

日子的， 虽说在城镇中为数不少，

但放在全国范围内来看， 就不具备

普遍意义了。 我国的一个国情是，

农村人口基数大， 农村老龄人口比

例已经超过城镇， 而农村养老保障

目前覆盖人群范围之窄、 水平之

低， 令人难以想象。 记得一年多前

曾有一则新闻， 某地的农村养老账

户终于建立起来了， 人手一本养老

存折， 可谓国家养老体系建设的一

大突破， 可是， 每月打到账户上的

养老金是多少呢？

3

元！ 没错， 就

是这么多， 在物价飞涨的今天， 这

点儿钱连两斤大米都买不到， 你还

指望老人靠它来过一个月的日子？

我不知道今天， 那里的农民养老账

户里每月会不会多出几个钱来， 即

使翻上几十倍， 又能如何呢？ 这个

号称国内最牛的养老金， 不过是我

国农村养老保障现状的一个缩影罢

了， 据专家预测， 我国正步入一个

老龄化社会， 到

2015

年， 中国老

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

15%

， 到

2030

年， 这一比例升至

24%

， 而

我们的养老体系的现状和前景， 却

是相当不乐观， 至今， 中国老人尤

其是农村老人， 依然如千百年来一

样， 要靠子女赡养。

所以， 就有人提出要建立中国

特色的养老机制， 他们认为， 在目

前的现实下， 养老全靠政府是不现

实的， 要与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结

合起来， 也就是说， 政府需要投入，

儿女也要尽孝， 这种尽孝可不是陪

老人下下棋打打牌或者常回家看看

就可以了的， 而是要拿出真金白银

来赡养老人。 要提倡 “养儿防老”

度过这个阶段， 坚持到政府能够负

起责任的时候。 这就是中国特色。

中国的问题往往就是这样， 你

给他讲惯例， 他给你讲国情， 姑且

不谈这个， 就算中国的国情是需要

这种两条腿走路的特色吧， 问题

是， 哪年哪月才是政府能负得起这

个责任的时候呢？ 中国建立完善养

老社会保障体系的呼吁， 已经不是

一年两年了， 甚至不止一二十年

了， 这么些年来， 我国的经济增长

一直居于世界前列， 骄傲的

GDP

可是一直在噌噌地往上涨， 税收的

增长更是一马当先， 国家财政收入

也过了

8

万亿……可是， 我们的养

老体系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 这就

不免令人困惑了， 那么多钱都到哪

儿去了？

其实， 从一些社会现象来看，

我们就不难明白， 养老体制的建立

完善为什么如此蜗行了。 有人大代

表说， 政府在两件事情上办事效率

最高， 一是给公务员加工资， 一

是收税。 而关系到民生的项目，

就往往只能无休止地研究下去了。

我上次回老家， 父亲就兴奋地告

诉我， 他们加工资了， 他的退休

金从两千涨到两千五。 尽管他还

有些愤愤不平， 说年轻的在职公

务员比他拿的多涨的幅度也大，

我说： “你老人家就知足了吧，

比起我那几个早年下岗现在还在

给人打工的姨夫， 你不知好多少

倍呢。 你好歹还有退休金， 看病

还可以报销啊。” 这件小事也许能

说明政府对待不同群体的不同态

度。 既得利益者为自己办事， 效

率当然高了。 另一方面， 国家税

收增长是够快， 国家财政收入也

确实惊人， 但也架不住那么多吃

财政饭的人要养啊， 还有， 我们

那么多动辄几百上千亿的形象工

程， 不需要钱吗？ 从这些角度来

看， 规劝民众在养老这个问题上

稍安勿躁， 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了。

但老这么拖下去也不是个事儿

啊， 于是， 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可以

发挥作用了。 这可不仅仅是道德层面

的事情， 它最大的现实意义在于可以

替政府纾缓经济上的压力。 道理很简

单， 老人有儿女养了， 国家岂不是可

以大大地松口气。 所以， 我们就不难

理解， 当今社会为什么那么卖力地弘

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从当年的全民齐

唱 《常回家看看》 到今天的 《弟子

规》、 《三字经》大行其道， 与其说是

民众的自发行为， 我却从中看见了一

只无形的引导的手。 就在上个月， 江

苏甚至制定了法律， 老人可以起诉不

回家看望自己的儿女， 至于赡养官司，

这些年更是多了去了。 当我们在谴责

那些不孝儿女的同时， 是不是也要反

思一下国家和社会肩上的责任呢？ 也

是在上个月， 孔子的雕像竖在了天安

门广场东侧， 孔老夫子所代表的儒家

文化， 可是中国孝道文化的渊源啊，

父母在不远游，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这其中的良苦用心颇令人玩味。

孝道文化当然有它的合理成

分， 因为亲情是一种最基本的人

性， 子欲养而亲不在， 对于一个有

血有肉的中国人来说固然是种极大

的遗憾， 但从国家层面上来看， 在

养老问题上， 一方面长期欠账， 一

方面强调孝道， 这不能不让人产生

政府想推卸责任的怀疑与联想。 但

愿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吧。 事实上， 现在的年轻人， 能不

啃老已经不错了， 把本该由国家和

社会承担的重负加在他们稚嫩的肩

膀上， 是绝对谈不上社会的进步

的， 另一方面， 养老双轨制等旧的

体系迟迟不能化解困局， 更难体现

社会的公平正义。

这个春节很快就要过去了， 从

春晚的歌舞升平中醒过来， 依然得

面对现实的生活。 到了晚上， 窗外

还会不时地传来礼花巨大的声响，

在深圳这个禁止放鞭炮的城市， 春

节这几天的晚上， 我都被这种传统

文化的声响搞得难以入睡。 不知道

假如深圳市政府提倡放鞭炮以弘扬

民族传统文化时， 那该是一个怎样

喧闹的、 硝烟弥漫的世界？ 但鞭炮

声还是令我动了思乡之情， 我想，

过段日子还是要回老家看看父亲

的， 尽管不用给他带去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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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位思考 创造中美经贸双赢

蔡恩泽

美国财政部在

2

月

4

日发布了原定

于去年

10

月公布的 《国际经济政策与

汇率政策问题报告》， 报告并未将中国

列为汇率操纵国。 中美经贸关系避免了

又一次紧张的冲突， 这无疑有利于双方

的利益。

一直以来， 中美经贸关系总是磕磕

绊绊， 摩擦不断。 美国动辄将反倾销大

棒挥向中国， 而中国也往往会还以颜

色。 究其原因， 主要是双方未能做到换

位思考， 特别是美国方面总是站在单边

立场上， 希图独享贸易利益大蛋糕。

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 国务卿希拉

里在公开场合曾表示美国不会与中国搞

“零和博弈”， 但来自某些利益集团， 特

别是某些国会议员的单边思维仍大大制

约着中美经贸关系向前发展。 事实上，

美国总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 阻挠向中

国出口高科技项目。 而中国联想、 华为

等

IT

公司在美国的投资亦被视为危及

美国国家安全而横遭刁难。 繁琐的审

查、 无休止的听证折磨着中国企业的投

资热情。

这种单边思维渗透着霸权意识。 自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巨

变， 世界上就只剩下美国一家独大。 美

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同时也是世界

科技研发中心， 率先占领了信息时代的

制高点。 今天， 它在科研开发上的投入

仍居世界首位， 相当于其他最富裕的西

方七国的总和。 美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

二的军事力量， 充当国际宪兵的角色，

它看到哪个国家不顺眼， 就兴师问罪，

可以在一夜之间颠覆一个主权国家。

而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 美国一直

按自己的节奏奔跑， 甚至要求其它国家

跟随。 对于中国这个在金融危机中从容

奔跑的竞争对手， 美国未能调节好自己

的步伐， 而是以老大的身份， 调动各种

力量和手段， 对中国施压， 迫使中国按

照美国的节奏跑步， 比如人民币升值、

加大进口等。 其实， 现如今中国与美国

互为第三大贸易国， 就像是一对舞姿撩

人的舞伴一样， 相互都有吸引力。 中美

经济互为 “枕头”， 谁也离不开谁， 谁

也甩不掉谁。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反映了双方

经济的一个侧面， 但顺差中有相当一部

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外资公司在华投资

企业出口所造成的。 同时， 也不能忽略

美国在中国市场有大量的投资， 美资公

司每年在华的销售额达

2200

亿美元左

右， 这些是通过投资实现的， 此外还有

美国服务业在中国的发展。 如果把这些

综合在一起看， 中美的利益是互补、 共

赢的。

在中美经济依存度如此之高的情势

下， 中美两国换位思考发展经贸关系十

分重要。

毫无疑问， 美国是当今全球经济的

领舞者， 更需要有耐心和灵活性， 带着

舞迷们以适当的旋律和舞步协调一致地

旋转于国际经济的大舞池， 有时候美国

需要放慢脚步配合对方， 空出一段调

试、 磨合的缓冲时间， 让舞伴有一个适

应过程， 而不是只顾自己满场狂烈地旋

转。 比如美国通过 “直升机撒钱” 的方

式， 用增加流动性来救市， 这种放量的

货币政策就有损人利己之嫌。

当下美国仍饱受失业和债务问题的

双重困扰， 奥巴马政府为了挽回中期选

举失败的不利局面， 正在抓紧时间调整

经济发展战略， 推出五年出口倍增计

划、 实体经济再造计划， 以求在未来两

年中能有好的政绩， 重新赢取民意， 将

选票从共和党手中夺回， 争取民主党连

任。 但美国切勿操之过急， 在经贸问题

上与相关国家特别是与中国发生争议

时， 要通过双边会谈， 求同存异， 特别

是要 “去政治化”， 在彼此立场的合理、

可行、 共识部分中寻找解决的办法。

与此同时， 中国也要克服民族自卑

心理， 对来自美国的贸易纠纷， 不要太

敏感， 更不能动辄上升到 “遏制中国”

的政治高度。 其实从根本上说， 贸易竞

争就是国家利益之争， 这是绕不过去的

一道坎。 世易时移， 中国要有善变的技

巧， 因势利导， 正确面对人民币已经进入

了升值的战略通道这一事实， 消除对人民

币升值的恐慌心理， 努力利用好人民币升

值的正面效应， 化解人民币升值的负面效

应。 同时要优化国内资源配置、 调整经济

结构、 减少对外需的依赖， 这样也有助于

减少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 有利于改善中

美经贸关系。

事实上， 近年来中国在中美经贸关系

上已经对美国作出了重大让步， 中国国家

主席胡锦涛此次访美为美国企业带来超过

450

亿美元的合同， 这将让

23.5

万美国人

保住就业岗位。 中国人民币也在升值，

1

月中旬以来，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比价频频

刷新汇改以来新高。

只要中美两国换位思考， 以双边利益

为经贸发展的共同出发点， 就一定能达到

双赢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