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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连阴后收一阳， 沪指企稳亦仓皇。

空方收兵权重股， 多头借力保障房。

经济向好成悬念， 股市疲软没商量。

最怵行情一日游， 割肉抄底总受伤。

乳业标准、中国国情及其他

胡不归

先讲一个打鸟的故事。 一位年轻的

猎人老是打不着鸟， 就去请教老猎人。

老猎人说， 活鸟不好打， 你就在纸上画

一只鸟打吧。 可是这年轻人枪法实在太

臭， 连纸上画的鸟也打不中， 又跑去问

老猎人， 老猎人说： 看来你只能先在纸

上射一个枪眼， 然后再在枪眼上画一只

鸟了。

这本来只是一个笑话， 可是现实中

还真有这样的事情。 你别不信， 最近关

于中国奶品标准的争议， 正是这个笑话

活生生的翻版。 按照我国目前的乳业新

国标， 原奶细菌总数允许最大值从旧版

的每毫升

50

万个调整为

200

万个， 是

欧盟、 美国

10

万个的标准的

20

倍； 同

时， 蛋白质含量也从原来的

2.95g/100g

降低到

2.80g/100g

。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一个和西方国家标准相差如此巨大的

“新国标” 呢？ 人家专家说了， 这是中

国国情所致。 既然中国的奶农们生产的

原奶只能达到这个水平， 那么奶制品的

国家标准也只好在这个 “枪眼” 上画只

“鸟” 了。

这实在是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如果像这么随行就市， 那制定产品标准

这种严肃的事情也太容易干了。 牛奶如

此， 其他商品大可有样学样， 譬如商品

房， 如果开发商们盖的房子大多有裂

缝， 普遍开裂两毫米左右， 那么好了，

质量监管部门就可以依此制定标准： 允

许商品房有裂缝， 但裂缝宽度不得超过

两毫米……这房子你敢住进去吗？

中国的事情确乎如此， 动不动就用

“国情” 两个字来搪塞应付， 这一次，

不就有卫生部的专家说了 “制定牛奶质

量标准要从国情出发” 吗？ 这还真验证

了那句话 “你和他讲惯例他和你讲国

情”， 殊不知， 这种滥用 “国情” 的做

法， 却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伤天害理，

“国情” 的背后， 往往是对生命的漠视，

是对 “人” 的践踏。

记得上次丰田公司因为汽车质量

问题， 在美国被整得焦头烂额， 不得

不召回数量巨大的汽车， 可同时， 在

中国大陆境内却毫无动静， 国内的丰

田车主愤愤不平， 觉得受到轻视和侮

辱。 其实这也难怪丰田公司， 因为我

国的相关标准和老美不一样， 我们有

自己的 “国情”， 同样的车， 在西方是

不合格的， 在中国就是合格产品， 这

种 “国情”， 昭示了国人的生命似乎比

美国人要低贱。 据说， 很多汽车进口

后， 安全标准、 质量标准都有所降低，

然而， 这又能怪谁呢？ 对一个连自己

的国民都不尊重的国家， 你还指望别人

来尊重你的国民吗？

即使是在我们国家的内部， 也存在

着明显的不公， 这也是一种 “国情”。

上次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 有著名奶企

就对香港市民拍着胸脯信誓旦旦： 请放

心， 我们供港的奶品保证比内地的产品

质量更好更安全。 身为大陆居民， 我不

禁心头发凉， 无语啊！

尽管也有专家抨击我国的奶业标

准———“这是全球最差的牛奶标准， 是

世界乳业之耻！” 可这样的标准已经实

施了一年， 如果不是媒体曝出关于标准

的争议， 恐怕人们还一直不以为意。 事

实上， 人们也早已经选择了用脚投

票———有权有势的人可以吃特供， 经济

实力强的可以买进口奶粉。 这显示了国

人对自己人的不信任， 然而， 这个社会

上绝大多数处于弱势的普通老百姓呢？

除了国产奶， 他们能有什么选择？ 这就

更提醒包括标准制定者在内的食禄者

们： 你们干的是良心活儿， 不是用一句

“中国国情” 就可以一推了之的。

“国情”， 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同样是人， 中国人的命不应该比他国人

的低贱。 这个世界上是有公理的， 人性

是共通的， 甭管东方西方， 甭管黑人白

人， 在对生命和人自身的尊重上， 应该

有着相同的标尺， 小到针头线脑， 大到

民主政治， 莫不如此。 一个民族若想变

得强大， 还是从尊重自己做起吧。

治乱收费莫奢望靠自查自纠

舒圣祥

国家五部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

收费公路专项清理行动已经正式启动，

新华社 “中国网事” 栏目对曾曝光的

浙江台州椒江大桥等

4

个路桥收费站

违法收费情况进行回访， 结果发现，

清理行动并没有让

4

个收费站有任何

变化， 饱受诟病的 “买路钱” 一分不

少地仍旧照收。

曝光的这四个违法收费站案例，

有的早在

1996

年就已经全部还清贷

款， 有的被批准收费时间竟长达

55

年， 显然都是公然违反 《收费公路管

理条例》 的违法行为。 被媒体曝光之

后， 理当立即停止收费， 并追究相关

人违法责任。 可是， 曝光已经一个多

月了， 违法收费站丝毫不受影响； 即

便国家五部委已经开始专项清理行动，

收费公路违法抢劫也依旧持续。

不仅如此， 地方上对违法收费站，

还极尽强词夺理之能事。 比如台州市

交通局有关人士就称椒江大桥 “不在

中央文件要求取消路桥收费的范围之

列”。 可是，

2009

年就已还清贷款的

椒江大桥， 怎么就能被排除在清理范

围之外呢？ 五部委专项清理行动之下，

地方居然明白回应 “椒江大桥收费不

会停、 减”， 简直就是不把中央精神和

国家法规放在眼里。

诚然， 清理行动才刚刚开始， 被

曝光的违法收费站尚未取缔， 似乎情

有可原。 但我们得知道， 这次专项清

理行动并没有在现有法规之外增补任

何新的规定， 换言之， 违法收费站之

违法， 绝非始自清理行动开始之日。

可是， 河南省交通厅相关负责人却表

示， “现在不可能马上就采取什么动

作， 根据程序四个阶段， 第一学习贯

彻， 第二调查摸底， 现在正在学习贯

彻阶段。”

我很疑惑， 难道交通部门负责人

不知收费公路也有法律约束？ 为何要

到清理行动开始才来 “学习贯彻”？ 当

然， 根本没有 “学习贯彻” 这个阶段，

不过清理行动的确被有关方面分成了

调查摸底、 自查自纠、 检查复核、 总

结完善四个阶段。 问题是， 既然早就

曝光， 这些收费站的调查摸底可以省

略， 快速进入自查自纠。 可事实证明，

地方政府是既不查也不纠。

本次专项清理行动的有效性， 仍是

建立在对地方政府自查自纠充分信任的

基础上。 可是， 上述事例已经充分证明

地方的自查自纠靠不住———绝大多数的

违法收费站， 地方执法部门并非不知

道， 而是知道了但不予制止， 其中很多

甚至直接就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之下产

生。 既然每一个违法收费站背后都可能

牵涉到执法者的违法责任， 那么地方政

府当然不能既当被告又当法官。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清理行

动不应该对收费公路乱象背后的违法

责任既往不咎。 长期违法不究， 恰恰

正是收费公路乱象的根本缘由所在。

乌纱帽不掉， 收费公路违法抢劫不止。

如果真要遏制违法收费乱象， 五部委

就应该放弃对地方自查自纠的奢望，

直接主导对违法收费站进行调查取缔，

并严厉惩处违法官员以儆效尤。

“全覆盖”光环难掩制度缺憾

王莹

根据国务院部署， 中国将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试点工作， 数千万城镇非从业人员首

次被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内 ， 到

2012

年基本实现覆盖全国。 同时， 按

照温家宝总理的最新表示， 原计划

2020

年实现全国覆盖的新农保， 推进

速度也将大大加快。

一直以来，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饱受

诟病就是 “碎片化”。 中国最主要的养

老保险制度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 到

2009

年末已覆盖

2.36

亿人；

2009

年， 中国启动了新型农村居民养

老保险试点， 并逐年扩大试点范围， 到

2010

年底已有

1.43

亿人参保； 至于公

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 则享有财政保障

的退休金制度。 在这几大制度之外， 城

镇的无业人员并无任何养老的社会保

障。 按照刚刚公布的人口普查报告， 未

享受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城乡

60

周岁

以上居民约

1.4

亿人， 其中农村约

1.2

亿人， 城镇约

2000

万人， 这也就意味

着我国大约

2000

万城镇老人将享受这

一制度福利。

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 我

国目前

65

岁以上人口约

1.19

亿人， 占

总人口的

8.87%

， 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这种未富先老的局面， 为我国的养老保

障体系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也加速了中

央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 尽管与城镇

职工养老保险相比， 居民养老金

55

元

的标准待遇偏低； 尽管向无就业群体的

普遍补贴有 “养懒人” 之嫌； 尽管其制

度运行效率、 资金风险还存在一些争

议， 但是， 随着新农保与城镇居民社会

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开展， 意味着中国

的养老保险已经在制度上实现了 “全覆

盖”， 这无疑是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建设

的飞跃。

当然， 从温家宝总理提出的 “在本

届政府任期内基本实现养老保险全覆

盖” 可以看出， 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正在

飞速前进， 但其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例如， 尽管养老保险在制度上实现

了全覆盖， 但并没有解决在统一的社保

法下存在公务员、 事业单位、 企业、 农

村四个隔绝的养老待遇阶层的 “一国四

制” 的养老困境， 尤其是公务员的社会

养老保险依然没有启动， 而要实现社会

公平， 这一步不可或缺。 毕竟， 不同的

职业在养老标准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同样为社会劳碌一辈子， 但在老来之时

却不能享受同样的福利， 作为一项二次

分配的公共政策， 反而加剧了社会财富

的分配不公， 这种设计算得上失败。 而

从更深层次看， 这种养老待遇的差距，

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就业平衡、 制约人才

合理流动的绊脚石。

社保资金的黑洞众所周知， 资金空

缺超过万亿， 且仍在持续扩大。 在今年

全国两会上，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公布

上海社保每年亏空超过百亿、 很难填

补。 将于

2011

年

7

月

1

日实施的 《社

会保险法》 中规定，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出现支付不足时， 政府给予补贴。 而由

于城镇无业居民和农民并没有单位为之

缴费形成的社保统筹基金， 单靠个人缴

费不足以提供基本养老保障， 这意味着

要从政府财政收入的大蛋糕里切一块来

进行补贴。

而扩大养老保险惠民面， 意味着未

来资金缺口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而且，

我国企业养老金替代率 （退休时的养老

金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

率） 已下降至

50%

以下， 比国际劳工

组织 《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 的规定

低约

15%

。 考虑到养老水平逐步提高

的需要， 养老资金面临的压力更添一

层。 更令人忧虑的是， 目前我国的社保

缴费率已在世界

181

个国家中排名第

一， 五项社会保险法规定的缴费之和相

当于工资水平的

40%

、 有的地区甚至

达到

50%

， 这意味着在缴费上为养老

金开源的空间已经不大。 如何为养老账

户 “补血”， 扩大养老资金的来源， 就

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另外， 尽管学界对养老保险制度中

个人账户的存废始终有争议， 但按照目

前的制度设计，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将是 “实账”， 可以理解为是

政府主导的强制储蓄计划。 但在当前实

际利率为负的背景下， 若无好的保值增

值的途径， 个人账户的大量资金将成为

社保制度的负担。 根据现有规定， 无论

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还是新

农保或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的

个人账户， 都只能存银行和买国债。 据

测算， 当前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实

际收益率不足

2％

， 而

2005

年以来的加

权通货膨胀率为

2.22％

———这意味着养

老保险基金不仅未能按制度要求实现保

值增值， 反而处于缩水状态。 因此， 在

“全覆盖” 的光环之下， 城镇居民社会

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及制度的细节设

计， 仍需谨慎考量。

毫无疑问， 以养老保障制度为代表

的社保制度的改革整体上是朝着公平的

方向在前行， 但改革养老保障制度是一

项系统工程， 还需要跟收入分配改革结

合起来， 统筹考虑。 随着中国老龄化社

会的日益临近， 使养老保障制度更公

平、 更合理、 更人性化， 是当下应尽早

解决的问题。

（作者系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优先降低普通商品进口税

陈东海

据报道， 近日某部门新闻发言

人在月度例行发布会上对在场记者

表示： “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 包

括中高档商品的关税， 是大势所

趋， 各个部门对这一点也是有基础

和共识的。”

增加进口， 改变长期单向巨额

贸易顺差局面， 已经在中国得到了

某种程度的共识。 全球危机标志着

过去

30

年的经济模式走到了尽头。

这种模式， 就是美国以过度消费为

主、 欧洲以过度福利为主， 从全球

进口大量的低廉商品进行享乐型消

费， 分别累积了巨大的贸易赤字或

公共债务。 另一方面全球的新兴经

济体通过过度消耗自然和人力资

源， 低价出口大量商品， 结果导致

外汇储备过高， 导致外汇资产安全

问题突出， 同时依赖外部市场， 经

济体系稳固性很低很脆弱。 中国经

济问题正属于后一种。 增加进口、

减少顺差和外汇储备， 尽快过渡到

进出口平衡的最佳经济状态， 是可

取的经济方略。

对于中国来说， 通过降低关税

来增加进口， 就是实现经济转型的

有效方式之一。 不过虽然某部门的

新闻发言人表述的是进一步降低进

口关税， 其中包括降低中高档商品

的关税， 但是似乎社会只重点强调

降低奢侈品进口关税。 而如果在降

低关税问题上对于民生和经济要有

显著意义的话， 应该更多地降低大

众消费的普通商品的进口关税。

世界奢侈品协会近日预计， 到

2012

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将达

146

亿

美元以上。 该协会最近的数据还显

示， 中国人在国外消费是国内市场

的

4

倍之多， 消费严重外移。 为此

中国商业联合会就呼吁应降低奢侈

品的相关税率， 防止国内强大购买

力外流。 但是， 中国奢侈品消费还

不足

150

亿美元， 即使消费全部留

在国内， 对提振国内消费和改善进

出口平衡也没有显著的意义。 当然，

降低奢侈品关税， 也是值得努力的

一个部分。

更有意义和价值的还是降低普

通商品关税。 中国

5

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14697

亿元，

1-5

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1268

亿元。

如果换算成美元， 中国

2011

年前

5

个月的消费总额为

13000

亿美元左

右， 那么全年当在

30000

亿美元之

上。

2010

年， 中国贸易顺差约

1800

亿美元。 中国富人们在海内外一年

消费的奢侈品总金额， 尚不到中国

一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0.5%

，

也不到

2010

年贸易顺差的

10%

。 所

以说重点降低奢侈品关税以让消费

回流， 经济意义并不显著， 而更有

意义的是降低中低档商品的关税。

降低普通商品的进口关税， 除

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平衡外， 对于促

进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改善民生更有

利。 虽然降低普通商品关税， 会对

于中国的少部分相关产业或者企业

造成压力， 但是压力可以促进中国

产业的技术、 服务的提升， 反而增

强竞争力。 同时， 目前国内的若干

普通商品质量和服务与海外同类商

品相比还有一些差距， 如婴幼儿奶

粉， 直接关系到中国孩子们的生命

健康和成长， 但是国内的总体质量

不如海外， 所以中国家庭对于进口

婴幼儿奶粉的需求非常大。 然而由

于关税较高， 农村孩子和城市低收

入家庭， 虽然非常想购买进口奶粉，

但是买不起， 只有给孩子吃质量低

一些的国产奶粉， 不利于中国数千

万孩子的成长。 因此， 大幅度地降

低甚至是取消进口婴幼儿奶粉的关

税， 对于中国数千万孩子的健康成

长非常有意义。 这要比降低奢侈品

关税对民生的作用大多了。

所以， 降低奢侈品进口关税确

有必要， 但降低普通商品的进口关

税价值更大， 应该优先考虑。

（作者单位： 东航国际金融

公司）

防止把金沙江变成“发电机”

张魁兴

6

月

19

日， 三峡集团发布的

《

2010

年社会责任报告》 称， 正在

加快推进建设的金沙江上的溪洛渡、

向家坝、 乌东德、 白鹤滩

4

座巨型

水电站， 总规划装机规模近

4300

万

千瓦， 年发电量约

1900

亿千瓦时，

约为三峡工程的两倍。 而金沙江上，

正在加紧建设的远不止这

4

座水电

站。 按照 《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规

划报告》， 在金沙江中游共规划开发

了

8

座水电站， 在金沙江下游也规

划开发了

12

座水电站。

水利水电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

金沙江水能蕴藏量达

1.12

亿千瓦，

约占全国水能蕴藏总量的

16%

， 占

长江水力资源的

40%

以上。 因此，

金沙江成了水电基地。 近年来， 大

小水电开发商纷纷开进金沙江 ，

“跑马圈水”、 “遍地开花”、 干支流

“齐头并进”、 “未批先建”， 几近疯

狂。 表面看， 由于水电成本较低，

上网电价最低， 大力开发水电有利

于民生， 其实不然， 事实证明水电

的增加并没有惠及民众， 相反， 随

着水电的增加老百姓用电越来越贵

了， 得利者只是个别利益集团， 老

百姓没有得利却还得为长江的被过

度开发的负作用而埋单。

水电开发对环境生态的影响是

非常严重的。 早在

2004

年由世界自

然基金会

(WWF)

与世界资源研究

所共同完成的 《险境中的河流———

水坝与淡水生态系统的未来》 的报

告就显示， 由于水坝建设威胁淡水

生态系统， 全球有

21

条河流及其流

域生态严重退化， 中国长江流域排

名第一。 因为在全长

6300

公里的长

江上建成、 拟建或在建的水坝至少

有

46

座， 而且主要集中在其上游金

沙江上， 长江成为世界上拥有拟建

或在建水坝最多的河流。 按照国际

惯例， 河流开发不能超过

30%

， 最

多也就

40%

， 而目前长江开发基本

达到

40%

， 已经饱和， 却还有人扬

言准备在

20

年内， 要在长江干流

及支流上再建设百座电站。 真是嘴

里跑火车， 一点保护长江的责任都

没有。

应该说， 在环境生态允许的情

况下， 开发水电是有利于改善供电

需求的。 然而， 长江不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 金沙江也不

是想怎么利用就怎么利用的 “发电

机”。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贾金生曾表示， 水库大坝发展方

向应该是 “经济上可接受、 环境可

持续、 社会协调”， 换言之， 开发水

电的前提是必须保持流域生态不被

破坏。 但是， 现实非常严峻， 云南

省政府研究室、 云南财贸学院等单

位提供的一份调研报告称： “修建

大坝可能带来六个方面的问题： 移

民、 泥沙淤积、 水体变化、 鱼类和

生物物种生存、 文物和景观破坏、

引发地质灾害等。” 如今 “可能” 已

经变成了现实， 而且比想象的更严

重。 为了遏制这种危险势头， 中国

科学院植物所首席科学家蒋高明考

察云南时甚至提出一个 “零方案”：

大坝一个不建。

显然， 在目前 “大坝一个不建”

是不现实的， 但要兴建大坝就必须

使其对环境影响最小、 社会效益最

大。 然而， 如今的水电开发正在上

演 “跑马圈水” “大跃进” 式的疯

狂闹剧。 地质学家杨勇告诫我们：

“正在进行的西南水电开发的 ‘大跃

进’， 其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 已

经不亚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森林

的毁灭性砍伐。” 随着人们对环境生

态的认识， 开始反思大坝对于环境

保护和生态领域带来的负面效应。

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反坝组织和

人士认为， 应该结束大坝时代 ，

“让江河自由奔腾”、 “保留最后的

原生态河流”。 我们是该反思建坝的

狂热了。 与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

的 “无公害” 相比， 水力发电引发

的对生态的影响以及移民等问题非

常严重， 再上马水电项目必须 “慎

重研究、 科学决策”， 必须环评一票

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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