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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中国企业迎娶“洋媳妇”的好时机

证券时报记者 魏曙光

今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除了明

确实施 “走出去” 战略外， 还详细

勾勒了 “走出去” 的路线图， 比如

强化政策支持、 简化审批手续， 引

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开展境外能

源、 原材料、 农业、 制造业、 服务

业、 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合作和跨

国并购， 放宽居民境外投资限制等

等， 着实令人鼓舞。

回想国家制定政策鼓励企业

“走出去” 之初， 我国外汇储备只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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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美元， 而如今已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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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美元。 “走出去” 对我国经济

发展平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更

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环境下发挥国际

影响力的重要渠道。 今年年初， 国

内仅工程机械行业就在欧洲掀起了

一股强大的海外并购潮， 如三一重

工 “迎娶” 德国普茨迈斯特、 柳工

收购波兰

HSW

、 山东重工并购意

大利法拉帝等。

对此， 两会代表和委员也纷纷

建言献策， 指点良机的同时也直言

“走出去” 面临的困境。 全国人大

代表、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党委书记王晓华认为， 欧洲有

技术、 品牌、 营销网络的优势， 实

施国际并购是中国自主品牌企业获

取先进技术、 实施全球化运营， 进

而成长为世界级跨国公司的一条有

效途径。

但是， 企业 “走出去” 的道路

并不平坦。 全国政协委员、 利时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立新认

为， 企业 “走出去” 存在四大难

点： 一是审批难、 周期长， 制约

“走出去” 步伐； 二是融资难、 成

本高， 制约 “走出去” 规模； 三是

政策严、 门槛高， 制约 “走出去”

积极性； 四是服务缺、 弯路多， 制

约 “走出去” 效率。

然而， 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折戟

美国国会、 华为并购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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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等诸多案例依然在提醒国内企

业， 不得不面对国际社会对来自中

国企业的疑虑。 全国政协委员、 中

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首

席风险官汪建熙坦言， 包括中投在

内的国企在海外投资时， 无论选择

投入什么业务， 都无法摆脱与中国

政府有联系的指控。 “企业走出去

就是要淡化国有色彩， 遵循国际惯

例。” 汪建熙强调说。

此外， 企业在境外的投资与合

作势必会受到当地市场特点、 语言

障碍、 思维不同、 法律差异， 甚至

政治因素的影响， 面临很多风险和

挑战。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日前接受

记者采访时就透露， 中国在利比亚

的多个项目损失严重。

上述种种难题都在提醒企业

“走出去” 蓬勃兴起的背后， 也潜

藏着各种不确定性风险。 不过， 在

欧债危机继续深化的今天， 中国企

业 “走出去” 无疑少了一些掣肘，

依然是实施并购的黄金时期。 与此

同时， 国家也应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 帮助企业规避各种风险， 为企

业加速海外投资、 娶 “洋媳妇” 增

添更多胜算！

屡遭批评的银行业暴利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邵靓

与往年两会相比， 今年有关银行暴利的讨论

特别火热。

这个话题， 两会前就曾热议。 民生银行行长

洪崎说 “利润太高了， 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

这曾激起一番舆论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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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银监会报告显示

去年银行业净利润过了万亿， 这个创纪录的数字

颇受诟病。

银行的赚钱法门中， 最受舆论批评的有两

点： 一是各类收费名目繁多； 二是存贷息差大。

有政协委员说， 银行被关照太多了， 央行给了稳

定的高息差， 银监会、 发改委对银行的各类收

费， 也不怎么管。 有的网友慨叹说， 存银行利率

那么低还要收利息税， 可是供房的钱里头， 交给

银行的可不少。

老百姓不满意， 企业也不满意。 “全国商业

银行行业人均净利润高出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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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全国

人大代表、 宛西制药董事长孙耀志说， “金融业

的巨额利润来自于金融业准入限制而带来的行业

垄断， 垄断阻断了银行利率的市场化， 使金融业

对贷款经济体收取高额利息及相关费用。” 全国

政协委员、 富力地产董事长张力说： “我们全部

是为银行打工， 银行赚大钱。”

但银行业也有不同的声音。 深发展董事长肖

遂宁认为， 用暴利来形容这个行业的盈利状况是

对其不尊重， 银行业既不是垄断行业， 也没有通

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利润， 最多用高利形容。 农行

副行长潘功胜也辩护道， 银行业利润没有和工业

企业背离， 银行利润来自规模扩张， 而不是价格

提高。

暴利或非暴利， 垄断或非垄断， 众说纷纭，

各有理论。 从客观的角度分析， 贷款者确实担负

着对他们而言的高息， 银行净息差也确实处在他

们所言的国际中端水平。 那么， 问题究竟出在哪

里呢？

在欧美等地， 金融市场产品相对丰富， 很多

优质的公司向银行借款较少， 而是选择发行企业

债券、 短期票据等方式来获得资金。 即使贷款，

银行也会针对不同的客户情况进行内部处理和差

异化定价。 与成熟金融市场相比较， 我国融资体

系中， 仍然是银行业为代表的间接融资占主流，

而且近几年来， 银行始终走的是依靠不断扩大资

本规模， 依靠息差赚钱的老路子。 全国政协委

员、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就将国

内商业银行比作 “只吃不拉”、 需要 “减肥” 的

“恐龙”， 这种规模扩张之路事实上挤压了实体经

济的利润， 而且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正在

不断积累。

中国银行业依靠规模扩张来实现利润持续增

长， 这个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目前银行高利润记

在利润表中， 但未来的潜在风险， 很可能需要整

个系统来买单。 未来怎么办？ 要减少对银行牌

照、 利率区间等的管制， 让银行业更加市场化、

更具有弹性。 具体操作上来说， 提高直接融资比

例是一个办法； 另一个则是推进银行贷款的证券

化， 通过创新持续给予实体经济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证监局局长左红：

上市公司罚没款应优先用于民事赔偿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全国人大代表、 江苏证监局局

长左红在上周六召开的证监会系统

代表委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上市

公司违法违规罚没款应优先用于民

事赔偿。

左红说， 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关

键环节， 是投资者因其他市场主体

违法违规而受到利益损害时能否得

到赔偿。 尽管近年来证监系统加大

对证券期货市场违规行为的监管力

度， 对违规的上市公司、 中介机构

等开出了数额颇大的罚单， 但行政

处罚力度大， 并没有转化为对广大

投资者相应的补偿。 有的投资者即

使赢得了民事赔偿的诉讼， 也很难

获得实际赔偿。

为此， 她指出， 应当将证券违

法违规行为的罚没款用于承担证券

民事赔偿。 她认为， 罚没款用于承

担证券民事赔偿主要有四个原因：

一是可以维护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

信心； 二是现实的需要， 目前市场

急需上市公司民事责任追究机制；

三是证券民事补偿是国际惯例， 发

达市场国家一般都有罚没所得基

金， 专为补偿证券投资受害者； 四

是罚没款用于承担证券民事赔偿是

证券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的民事赔

偿责任优先原则的体现。

左红建议， 对于证券违法违规

行为作出的罚没款， 先交由具有投

资者保护职能的投资者保护基金托

管， 用于承担相关违法违规主体涉

及的证券民事赔偿责任， 即违法违

规主体无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

用相应的罚没款先行承担证券民事

赔偿责任； 如罚没款不足以补偿投

资者的实际损失， 则要按照比例原

则， 进行公平补偿。

当然， 她也表示， 在法定的

诉讼时效期限内没有投资者就有

关证券违法违规行为造成的损失

提起民事侵权诉讼的， 罚没款上

交国库。

全国人大代表、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欧阳泽华：

重啤事件推动上市公司信披差异化改革

证券时报记者 肖波

去年底， 重庆啤酒乙肝疫苗事

件爆发， 股票复牌后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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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跌

停， 公司大股东与投资者剑拔弩

张。 重庆啤酒信息披露到底有没有

问题， 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注。 上

周六， 作为监管者， 全国人大代

表、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

欧阳泽华对此作出回应和反思。

欧阳泽华表示， 重庆啤酒事

件发生后， 证监会和地方证监局

重点关注重庆啤酒的信息披露合

规与否， 并对重庆啤酒过去几年

的信息披露都进行了梳理。 “总

体而言， 从形式上来看， 重庆啤

酒的各项信息， 都按要求进行了

披露， 但在内容的真实性、 完整

性方面， 是否给出了一个权威的

答复还存在疑问。”

他说， 从监管来说， 证监会

更加关注重庆啤酒信息披露的有

效性问题。 很多机构投资者重金

投资重庆啤酒， 也反映出机构投

资者在使用信息披露方面、 在信

息挖掘深度方面更有提升的空间，

也提醒证监会下一步在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的差异性、 有效性监管

方面加大力度。

在欧阳泽华看来， 重庆啤酒也

给正在修订的年报信息披露规则提

供了很好的案例。 “几十页厚厚的

上市公司年报到底给谁看？ 中小散

户可能认为这样的年报过于复杂，

而机构投资者却抱怨披露的信息不

够充分。”

针对这样的矛盾， 欧阳泽华

说， 要加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有

效性和针对性， 要让普通小散户看

得懂披露的信息， 也能让机构投资

者看个明白。 “我们也在考虑， 是

否推出一个简版和一个详版。 对于

中小投资者， 因为他就需要那几个

重要指标， 就给一个简版， 而对于

机构投资者， 上市公司还要增加披

露内容。”

“同时， 重庆啤酒事件也反映

出不同行业的信息披露内容存在差

异性。” 对此， 欧阳泽华提出， 加

强行业信息披露的差异性， 可以从

创业板先入手。

“能不能从创业板起步， 在信

披的差异化上往前走一步。 创业板已

经有了很多细分行业， 一些行业很多

人都看不懂， 能不能把这些细分行业

的特点通过行业性的信息披露指引，

加以细分， 而不是泛泛地说， 从而让

投资者看得更明白！”

此外， 欧阳泽华还回应了上市公

司业绩变脸的有关问题。 他说， 上市

公司业绩变脸的原因多种多样， 不同

的行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 因此要

对上市公司业绩变脸的原因进行具体

分析， 谨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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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啤酒给正在修订的年报信息披露规则提供了

很好的案例。 “几十页厚厚的上市公司年报到底给

谁看？ 中小散户可能认为这样的年报过于复杂， 而

机构投资者却抱怨披露的信息不够充分。”

国土部部长徐绍史：

不让小产权房现象蔓延

全国人大代表、 国土资源部部长

徐绍史昨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今年国土部清理小产权房

的工作， 将一手抓调查研究清理试

点， 一手抓执法检查严格防范， 不让

小产权房现象蔓延。

徐绍史表示， 中国小产权房现象

由来已久， 主要分布在城乡结合部、

城中村、 旅游景区、 休闲度假区等

地， 情况比较复杂。 国土部将会严格

保护农民的正当权利， 依法依规行

政， 目前的措施只是为大规模清理做

准备。

就各界关心的中国能否守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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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亩耕地红线” 问题， 徐绍史强调，

很有信心， 国土部也将会采取措施，

在 “十二五” 期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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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亩高标

准的基本农田。 他说， 现在不仅中

央重视， 各地保护 “红线” 的意识

也越来越强。 去年一年我国新补充

耕地

450

万亩， 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

6000

万亩。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许善达：今年减税

规模应达到

5000

亿

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税务总局原

副局长许善达昨日在列席十一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时表

示， 今年减税应着眼于两大方向， 一

是从收入的角度而言， 减少低收入群

体的税负； 二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

言， 实行经济发展方向导向性减税。

他认为， 今年总体减税规模应达到

5000

亿元。

许善达称， 低收入群体税负既包

括个人所得税， 还包括小企业税等，

小企业税负减少后可以雇佣更多的员

工， 实现增加就业， 而税负太重就可

能经营不下去。 至于经济发展方向导

向性减税， 可结合经济发展方向来制

定减税方案， 比如鼓励企业节约能

源、 鼓励企业技术进步、 鼓励企业创

新， 往政府鼓励的方向发展的企业可

获得减税的优惠， 反之则增加税负。

按照相关部门今年的预算， 减税

规模为

3000

多亿元。 许善达对此表

示，

3000

多亿远远不够， 应该达到

5000

亿元。 “

5000

亿元相当于财政

收入的

5%

左右， 而财政收入增速减

少

5

个点左右并无大碍， 每年保持

15%

至

20%

即可。” 许善达分析说。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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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搞活，要让利、放权、

开放。 ”

———全国人大代表、 娃哈哈董事长 宗庆后

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搞活， 要让利、 放

权、 开放。 让利是指政府通过降税等手段扩大

分配， 让利于民； 放权是指取消经济领域的一

些没必要的审批权； 开放是既要对外开放， 也

要对内开放， 将更多的领域向民营企业和民间

资本开放。

“股市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的无缝对接并不

存在什么法律障碍和政策障碍。 ”

———全国政协委员、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贺强

股市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的无缝对接并不

存在什么法律障碍和政策障碍， 这样不仅可以

解决股票发行不合理牟利的现象， 而且可以利

用交易市场股价波动的平价功能， 制约股票发

行过程中的价格操纵行为， 使我们的股市进一

步市场化、 高效化。 当然， 在短期内由于利益、

思路和认识问题， 将两个市场无缝对接的设想

还不可能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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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消费券计划只是一个导引， 接下来

需要的是建立长效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 步步高连锁董事长 王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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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消费券计划只是一个导引， 接下来需

要的是建立长效机制。 这

4

万亿跟上个

4

万亿最

大的不同在于， 上个

4

万亿是增发的货币， 这个

4

万亿是从国企的利润转出。 因为货币总量没有

变化， 所以不会有通货膨胀。 反而可以对前一个

4

万亿的后遗症做修正。 发放消费券只是积极消

费政策的一部分。 （蒙湘林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