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税利好不敌原料奇缺 生物柴油企业盈利难

见习记者 李娴

今年

2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 《生

物柴油调和燃料 （

B5

）》 标准， 被

认为是继去年

12

月颁布的 《关于

对利用废弃的动植物油生产纯生物

柴油免征消费税的通知》 后， 又一

大行业利好。 近日， 财政部和国家

税务总局再次就生物柴油行业联合

下发通知， 进一步明确了属于免税

范围的生产生物柴油的动植物油脂

四大类型。

然而，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

《

B5

标准》 实施

5

个多月以来， 上

海市绝大多数加油站并没有配比

5%

生物柴油的打算， 而生物柴油

企业也仍然面临生产原料严重短

缺、 亏损经营的窘境。

成本价高原料奇缺

生物柴油是典型的可再生绿色

能源， 以动物油脂和油料作物为原

料制成。 发展生物柴油， 对于我国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优化能源结

构、 减轻环境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生产生物柴油的主要

原料是动植物油脂 （俗称地沟油）。

按理说， 能把屡遭诟病的地沟油变

废为宝， 应该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但实际情况却远不乐观。

中器科技环保有限公司和绿铭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上海市

仅有的两家具备回收地沟油生产生

物柴油资质的企业， 产能都在

1

万

吨左右， 但由于生产原料短缺， 这

几年企业产量远小于产能设计。

“去年只生产了

3000

吨。” 中

器科技技术工程师杨建斌告诉记

者， 由于附加值高， 生产饲料油、

脂肪酸的企业回收出价高， 即便是政

府指定的油脂回收企业， 也是把大部

分地沟油卖给了他们。 “上海不允许

生产脂肪酸， 污染大， 地沟油很多都

卖到了外地。”

绿铭环保负责销售的汤女士告诉

记者， 公司回收原料的成本价每吨在

5000

元左右， 其他各项费用合计算

下来一分摊 ， 每吨的生产成本约

7500

元， “这个成本比市面上的石

化柴油高

500

元， 基本上没有优势。”

“去年已经亏损了几百万。” 杨建

斌告诉记者， 实行免消费税后， 每吨

生产能节约

900

元， 但由于原料严重

短缺， 生产不能上规模， 加之机器折

旧费用高， 企业的经营压力非常大。

据了解，

2007

年上涨的国际原

油价格带动了整个食用油脂和工业油

价格大幅上涨， 绝大多数生物柴油企

业陆续倒闭， 至今我国的生物柴油行

业仍处于低谷， 企业经营艰难。 据不

完全统计， 我国现有生物柴油生产企

业

30

家左右， 年产能

150

万吨， 但

产量只有

40

万吨。

杨建斌告诉记者， 自己也曾经多

方呼吁， 生物柴油企业要把地沟油的

收集和生产一体化起来， 规模生产才

能降低成本， 否则就算能变废为宝，

行业也难以壮大。

加油站配比难实现

除了原料收购难， 生物柴油企业

面临的另一大问题是销售。

今年

2

月， 酝酿三年的 《生物柴

油调合燃料 （

B5

） 国家标准》 正式

实施。 根据该标准，

2%～5%

的生物

柴油可与

95%～98%

的石油柴油进行

调和， 经过标准调和的生物柴油可进

入成品油零售网络销售。

但在实地走访上海市的加油站

时， 记者了解到， 虽然 《

B5

标准》

已经实施

5

个多月， 但绝大多数加油

站并没有配比

5%

生物柴油的打算。

原因就在于生物柴油的价格没有优

势。 “生物柴油每吨进价就要

8000

多元， 比普通柴油贵好几百。” 在闵

行区春申路一家中石化加油站， 负责

人张先生表示， 每年生物柴油产量只

有几十万吨， 要按照

5%

去配比，

5

年内都不大可能实现。

生产规模上不去， 症结还是在生

产成本高。 业内认为， 政府除了对生

物柴油企业采取免税政策外， 还需出

台一系列从收购到销售的配套政策。

绿铭环保董事长叶正尧此前就对

媒体表示， 现在企业的增值税是税务

局先征， 财政局再退， 繁琐且占用资

金， 如果是即征即退， 既能减少缴税

环节， 又能减轻资金负担。

云南师范大学教师张无敌认为，

对于中石油、 中石化将生物柴油纳入

产业链推广销售的行为， 政府还是要

从财税政策上给予支持， 并按照产品

标准组织生产和销售， 否则公布的标

准也是形同虚设。

据了解， 目前美国对生物柴油

的销售商给予

0.5

美元

/

加仑

～1

美元

/

加仑的补贴； 德国在法律中明确了

生物柴油的地位， 农民种植原料油

菜籽可获得

1000

马克

/

公顷补贴， 此

外， 由于从收购源头执行 “身份证”

编码制度， 目前德国的动植物油回

收率高达

100%

。

上海否认调控政策变化

上半年房产税收入

51

亿

上海市税务部门最新公布的

2011

年税收

收入统计情况显示， 今年上半年， 上海市房产

税收入呈现较快增长势头， 达到

51.09

亿元，

而一季度为

13.16

亿元。

虽然二季度增量明显， 但是由于官方并未

细分个人住房房产税和工业、 商业等非住宅类

房屋房产税， 因此根据这一数据无法确认个人

房产税具体征收数字。 此前， 上海市国家税务

局、 地方税务局副局长胡兰芳曾透露， 上半年

上海试点房产税总体平稳， 共认定应征房产税

的住房七千多套。

昨日， 上海市住房保障与房屋管理局副局

长庞元还在市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

示， 上海房地产调控政策没有调整。 他表示：

“上海将坚决贯彻国家调控房地产的各项政策

措施， 保障自住用房就是要抑制投机、 投资，

实际上就是执行国家的限购政策， 上海正在国

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试点房产税， 所以政策没

有调整。”

7

月

11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

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会见香港中国商会上海访问

团一行时， 详细阐释了上海当前的房地产政

策， 表示上海只是抑制而不会打压房地产市

场。 俞正声的此番言论， 一度引起轩然大波，

引发了各界对上海房地产政策 “转向” 的猜

测。 这是上海市住房保障与房屋管理局首度正

面回应。 （孙玉）

北京高端住宅租金

连续五季度增长

DTZ

戴德梁行昨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北京市高档住宅租赁市场继续走

强， 综合租赁价格连续第五个季度增长， 平均

租金水平达到每月每平方米

161.7

元， 环比增

长

4.6%

。

DTZ

戴德梁行认为， 第三季度， 由

于近期整体市场房屋租金上涨明显， 租赁市场

将继续走高。

报告认为， 限购政策导致具有购买力但不

具备购买资格的买房者转向租房市场， 致使租

赁市场继续升温， 租金水平持续上涨。 二季

度， 出租型公寓租金达每月每平方米

120.1

元 ， 环比增长

3.4%

， 空置率由上季度的

14.2%

下降至

10.7%

。 酒店服务式公寓价格和

入住率继续攀升， 平均租金较一季度涨幅明

显， 达

6.2%

， 至每月每平方米

220

元； 空置

率由上季度的

18.3%

下降到

13.5%

， 降幅达

4.8

个百分点。 而出租别墅市场的租金上涨趋

缓， 至每月每平方米

124.5

元。 租房市场的持

续火热使得业主不断提高租金报价。

与此同时， 北京高端住宅销售市场方面，

受政策约束， 观望气氛浓厚， 二季度调控政策

作用有所显现， 成交量持续低迷， 多区域成交

价格出现小幅下降。 由于购房需求中不合理的

部分被抑制， 房价失去过快上涨的动力， 市场

逐步趋于理性。 二季度， 高端住宅市场售价环

比下跌了

2.1%

， 至每平方米

4.2

万元。 但值得

注意的是， 位于市中心核心位置的项目因为地

理位置的稀缺性， 依旧保持上涨的势头。 二季

度， 北京东长安街区域内的高端住宅售价均价

名列第一， 突破每平方米

7

万元， 达每平方米

7.4

万元， 涨幅达

8.18%

。 （张达）

龙湖地产

上半年销售

182.6

亿

记者昨日从龙湖地产 （

00960.HK

） 获悉，

今年

1-6

月集团实现合同销售金额

182.6

亿

元， 签约面积

146.18

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分

别为

74.2%

和

98.4%

， 超额完成半年目标。 龙

湖集团执行董事兼首席市场官秦力洪表示， 集

团销售业绩的大幅增长得益于商业综合体业态

的热销， 以及别墅业态竞争优势的保持。

据了解， 上半年龙湖 “天街” 系列商业综

合体业态三盘齐发， 重庆时代天街、 成都北城

天街、 北京长楹天街销售额合计占到全集团

20%

以上， 成为新的销售增长点。 秦力洪表

示， “多业态” 战略的不断深化和 “区域聚

焦” 战略纵深价值的发挥， 是集团在波动的市

场环境中保持稳定增长的关键。 （张达）

湖北外购电已无来源

迎峰度夏压力增大

记者从湖北省电力公司获悉，

７

月以来，

湖北省外购电量几乎为零， 目前全省电力需求

还能够 “自给自足”， 但整个夏季特别是在持

续高温期的压力将增大。

为此， 湖北省电力公司正积极协调各火电

厂， 趁凉爽天气加强发电机组检修， 以应对未

来的高温天气。 此前， 湖北省用电最困难时，

得到了西北电网、 河南省等多处 “外援” 的支

持， 但由于周边省份的供电现已开始吃紧， 进

入

７

月后湖北外购电已无来源， 今年夏季湖北

用电将非常紧张。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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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力推国资证券化 “十二五”欲达六成

证券时报记者 甘霖

近日， 在广东省国有企业改革

与发展工作会议上， 广东省国资委

主任温国辉明确提出： “十二五”

期间， 广东将力推国有资产证券

化， 力争国资证券化率从目前不到

20%

到

2015

年底突破

60%

， 新增

20

户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为此，

广东省国资委还推出切实可行的措

施， 重赏在国资证券化过程中的有

功之臣， 对在资本运作工作中做出

突出贡献的领军人物， 按其所在集

团董事长年薪

1~2

倍予以重奖；

试行企业经营管理骨干中长期股权

激励。

据了解， 广东省国资委提出国

资证券化的新思路是： 已有上市公

司的集团把核心业务资产注入上市

公司实现整体上市， 拥有优质资产

但缺乏上市公司的集团应通过

IPO

、 借壳等方式实现优质资产上

市。 支持有条件的集团控股参股银

行、 证券、 保险、 基金等金融机

构， 鼓励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

合。 对业务板块未能进入省属企业

范围内前三名的， 优先由该业务板块

位居前三名的省属集团兼并重组， 但

被重组后的企业仍可按相应比例持有

重组后企业的股份， 保持原有利益，

但丧失决策权和控制权。 另外， 对主

业突出、 市场竞争力强、 成长性高的

集团所属企业， 在不改变其产权关系

的前提下， 以其为龙头整合相关业

务， 并调整为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

集中资源支持其做大做强。

目前， 广东省属国资证券化表现

方面远逊上海，

24

户省属企业控股

上市公司

20

户， 其中境内上市公司

11

户， 境外上市公司

9

户， 资产证

券化率不到

20%

， 无一家省属企业

实现整体上市。 因此， 要在五年时间

里把资产证券化率从不到

20%

提高

到

60%

， 意味着广东省属国资必须

实现一次证券化 “大跃进”。 广东省

国资委勾画了一个美好的蓝图： 到

“十二五” 末， 广东省属企业资产总

额翻一番， 达到

1.2

万亿元； 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翻一番 ， 达到

3000

亿元； 营业收入翻一番， 达到

6000

亿元； 利润总额翻一番， 达到

400

亿元。 要在现有基础上再形成

4~5

户资产超千亿元、

2~3

户营业收

入超千亿元、 主业突出的国企航母。

有管理专家认为， 随着越来越多

的民营企业登陆资本市场， 地方政府

也不甘寂寞， 纷纷推动地方国企上

市。 不过， 从以往经验看， 地方国企

的并购重组还是应当走开放式、 市场

化的途径， 不应为了上市搞 “拉郎

配”， 运用行政权力强制行业内并购

或跨行业并购， 由于各方的利益诉求

不一致， 这种硬性捆绑可能无法实现

真正的融合， 即使勉强过关上市了，

也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埋下祸根。

上海国资系上半年实现利润总额

472

亿

下一步将重点推进上海汽车、交运股份、隧道股份等重组事项，并积极推动有条件的企业集团整体上市

证券时报记者 孙玉

今年上半年上海国资系统企业

硕果累累。 上海国资委昨日在新闻

发布会上披露数据显示， 上半年上

海国资系统企业已经退出

4

个行

业， 全系统实现利润总额

472.22

亿元， 同比增长

32.4%

。

上海国资委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

6

个月， 上海市国资委全系

统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6974.67

亿

元， 同比增长

23.0%

； 实现利润总

额

472.22

亿元， 同比增长

32.4%

；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15.74

亿元，

同比增长

30.2%

。

下一步， 上海国资委将主要

从优化国资布局、 推进上市公司

资产重组整合、 完善治理结构、

提升管控能力等方面入手， 推进

上海国资系统的工作。 首先， 上

海国资委将优化国资布局， 推进

开放性 、 市场化重组 。 第三季

度， 上海国资委将着力推进企业集

团完成开放性、 市场化重组项目，

收缩国资行业跨度， 加快国资向战

略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集聚， 协调

解决企业在推进层级收缩和非主业

资产调整中的难题， 优化企业管控

模式。

其次， 积极协调配合， 推进上市

公司资产重组与整合。 其中， 重点

推进上海汽车、 交运股份、 隧道股份

等重组事项， 并积极推动有条件的企

业集团整体上市。

第三， 完善治理结构， 推进实

施中长期激励。 加强外部董事管理，

优化董事会任期考核评价机制， 完

善 《上海市国资委出资企业董事会

任期经营业绩考核评价办法》 等规

定； 推进整体上市企业实施股权激

励， 对部分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董事

会试点企业， 试行以增量业绩奖励

为主要形式的中长期激励， 联合上

海市发改委推进创新型企业股权和

分红激励试点。

第四， 夯实监管基础， 不断提升

管控能力。 上海国资委表示， 将结合

国务院国资委最近出台的境外国有资

产监管有关规定， 制定上海市境外国

有资产管理办法， 研究完善企业国有

产权管理等制度， 选择部分企业试点

参照上市公司标准公开部分财务信

息， 并完成 《市国资委系统 “十二

五” 信息化专项规划》， 实现国资监

管信息系统联网。

一项业内网络调查显示：

九成人士认为公车采购应优先自主品牌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尽管自主品牌的车型大批进入

政府采购目录， 但实际订单并没有

随之大增， 优先采购沦为空话。

随着年初 《党政机关公务

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 的颁

布与实施， 公务车高达

1000

亿

元的市场蛋糕再次引起了众多汽

车企业的注意。 盖世汽车网对业

内人士做出的最新调查显示， 近

九成业内人士认为公务车采购中

自主品牌理所应当为主体， 并且

应出台更详尽的细则与监督规

范， 明确自主品牌在政府采购中

的比例。

根据《办法》， “党政机关应

配备使用国产汽车， 对自主品牌

和自主创新的新能源汽车， 可以

实行政府优先采购。” 但这一条例

并未详细说明优先采购的原则体

现在哪些环节和方面。 而

2009

年

6

月份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

发布的 《关于

2009-2010

年度中

央国家机关汽车协议供货有关问

题的通知》 中则明确指出， 各单

位新配备、 更新汽车 “自主品牌

汽车比例应达到

50%

”。

调查结果显示， 有

89%

的业

内人士认为， 公务车采购中自主

品牌理所应当为主体。 但 《办法》

没做进一步具体说明， 让诸多业

内人士担忧这只是摆了一个扶持自

主品牌的姿态， 各级党政机关在执

行与监督上没有明确的约束， 将存

在很大问题。

另外， 《办法》 中提出 “采购用

车的排气量从

2.0L

下调至

1.8L

； 价

格上限从

25

万元下调至

18

万元”。

这一关于公务用车排量与采购价格

“双降” 的新标准被解读为间接扶持

自主品牌的举措。

但是业内人士认为， 自主企业

依然需要积极配合这些采购要求，

满足标准才会得到政府的认可， 突

破采购的门槛限制。 同时， 即使自

主品牌能占到

50%

的政府采购份额，

对于销量和品牌的影响力仍极为有

限。 因为， 很难有车企能独家占到

很大的份额。

调查结果还显示， 多达

51%

的

业内人士认为， 如果公务用车做到

了以自主品牌为主体， 将有利于自

主品牌形象提升。 同时， 有

29%

的

人认为， 公务车优先采购自主品牌

政策的落实可使自主车企的经营得

到改善。 因为公务车

1000

亿元的采

购大蛋糕分一半给自主品牌， 就是

500

亿元， 如果政策能切实落实， 则

意味着奇瑞、 吉利、 上汽、 长安、

长城、 比亚迪等自主品牌车企， 每

年能从政府采购中分得

50

亿

~100

亿

元的份额， 加之公务车市场 “旱涝

保收” 的特点， 无疑给企业的经营

带来较为稳定的业绩提升。

此外， 有

58%

的业内人士认为，

公车采购优先自主品牌是对自主品

牌最有价值的政策。 因为官员若能

带头使用自主品牌汽车， 让普通消

费者也认知到坐自主品牌汽车成为

一件 “体面” 的事， 从而带动更多

人购买自主品牌车， 市场销量上去

了， 比什么政策支持都更有价值。

业内人士还普遍认为， 奥迪之所以

在中国销量远超奔驰和宝马， 很大

程度上即是因为奥迪作为 “官车”

形象， 对普通购买者的影响力。 而

在政府采购中优先购买本国货是国

际通行的标准， 西方许多发达国家

在这方面有完善的法律。

Phototex/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