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

News

要闻

主编：刘纯标 编辑：王昭丞 2013 年 8 月 22 日 星期四

Tel

：(0755)83514124

国资委：央企正处于爬大坡陡坡阶段

部分企业投资规模过大，偏离主业或产业链过度延伸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昨

日表示， 当前中央企业正处于 “爬

坡”阶段，并且是在“爬大坡”“爬陡

坡”。想要“爬上去”，需要转型升级、

清理包袱、深化改革和管理提升，最

终实现“三大转变”，从注重规模扩

张向注重质量效益转变， 从国内经

营向国际化经营转变， 从产业链过

度延伸向专注高端转变。

黄淑和表示，今年上半年，央企

保持“三个稳”，即生产经营平稳发

展、经济效益稳步增长、成本增速

基本企稳。 数据显示，央企累计实

现营业收入

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9%

，国资委重点监测的央企生产经

营指标中，逾

80%

的指标实现同比

增长，逾

65%

的指标增速快于上年

同期。

数据显示， 上半年央企实现利

润 总 额

6315.2

亿 元 ， 同 比 增

18.2%

；上缴税费

1.04

万亿元，同比

增

3.4%

， 占 全 国 税 收 收 入 的

17.5%

。 成本方面，上半年央企成本

费用总额同比增长

9%

， 同比回落

2.7

个百分点，管理提升和降本增效

成果逐步显现。

尽管央企上半年利润同比增长

18.2%

， 但要完成利润增长

10%

的

年度目标仍有挑战。黄淑和坦言，下

半年不确定、 不稳定因素和不可预

期的风险仍然不少。 国际经济环境

依然复杂多变。金融危机快

5

年了，

复苏的进程并不顺利， 短期内恐难

有大的起色。 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向

好的基础尚不牢固， 需求偏弱与产

能过剩的矛盾仍未明显缓解。

黄淑和说，煤炭、有色金属、钢

铁、水运、机械制造、造船等企业多

陷于产能严重过剩格局， 在一段时

期内很难摆脱增产不增收、 增收不

增利的困境， 少数亏损企业可能处

于困难长期化。 此外， 来自央企自

身，存在着企业发展不够平衡、发展

方式比较粗放、治理机制不够健全、

管理不够精细、经营效率不够高、历

史包袱比较重等方面的问题。

“上半年央企成本费用总额占

营业收入比例达到

95.6%

， 继续处

于历史高位； 在传统成本优势削弱

的情况下， 又面临产业链高端向发

达国家回流、 产业链中低端向更低

收入国家转移的双重挤压。”黄淑和

说， 存货和应收账款占到了企业流

动资产的近一半， 利息支出接近利

润总额的三分之一，企业“失血”严重；

部分企业投资规模过大， 偏离主业或

产业链过度延伸， 低效无效资产的规

模明显偏大。

黄淑和指出， 转型升级的核心就

是要调整优化结构， 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 同时，要加快解决中央企业的历史

遗留问题，“不该干”和“干不好”的包

袱都要卸掉，才能轻装上阵。

对于央企改革，黄淑和认为，核心

是要建立与市场经济和国际竞争相适

应的体制机制， 国资委将从公司制股

份制改革、 董事会建设和劳动人事分

配“三项制度”改革等方面重点推进。

自然灾害多发 中国打响“粮食保卫战”

极端天气是否会造成粮食减产有待观察，整体上对粮价影响有限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8

月以来， 中国南方出现较大

范围的持续高温干旱， 而水稻和玉

米主产区东北三省发生洪涝灾害，

给中国粮食增产蒙上阴影。 多灾之

秋，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已经打响一

场“粮食保卫战”，确保秋粮丰收、管

理通胀预期、稳定粮食价格。

连续召开粮食生产会议

今年入汛以来， 北方大部分降

雨偏多， 尤其是东北和华北平原降

雨量创下

1951

年来最高纪录。而南

方大部分降雨偏少，尤其是湖南、浙

江西部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80%

，部分地区甚至滴雨未下，加上

高温肆虐，旱情迅速发展，南方多地

遭遇严重旱情。

针对上述灾情， 能不能确保中

国粮食在今年实现连续十年增产成

为一个重要问题。 国务院和农业部

门在近日连续召开粮食生产会议，

强调要确保秋粮丰收。

“米袋子” 安全无虞

目前， 中国的秋粮产量占全年

粮食总产量的

70%

以上。 而南方中

晚稻，常年总产约

2500

亿斤，占全

国稻谷总产量的

63%

， 占全国秋粮

的

30%

。 东北地区每年生产全国近

17%

的粮食， 基本为秋粮作物。 其

中，中国粳稻

50%

的产量出自东北。

秋粮能不能实现丰收？ 农业部

副部长余欣荣指出， 占全年粮食产

量

70%

以上的秋粮虽然遭遇南旱

北涝， 但夺取丰收依然有许多有利

条件。 预计秋粮面积增加

800

多万

亩，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水稻面积

增加较多，而且灾害影响是局部的。

从全国来看， 今年的旱情略轻于常

年同期，洪涝灾害也明显轻于常年。

东方艾格农业咨询有限公司农

作物分析师马文峰认为， 东北洪涝

灾害对粮食产量影响不会很大，东

北粳稻产量依然是丰收的， 产量较

去年继续增加， 而且出现了由于价

格偏高在南方市场缺乏竞争力，导

致外销总量下滑的情况。

卓创资讯公司粮食行业分析师

王书童刚从南方调研归来。 他通过

实地调查发现， 南方干旱导致的水

稻秧苗彻底干死、 改种补种的地区

相较大面积的南方水稻主产区来

说，所占比重很小，仅为部分偏远山

区，不是水稻的主产区。

“今年来看，水稻种植面积较去

年来说是增加的，虽说干旱影响到了

中晚稻的产量，不过水稻通过后期灌

溉、施肥、打药还是可以把产量追回

来的。 因此综合来看，预计南方水稻

产量并不会出现下滑。 ”王书童说。

中国国际期货公司分析师李莉

表示，上半年以来，稻谷期货价格呈

现连续下滑态势， 同期小麦和玉米

价格的涨幅也较为有限。 从当前下

半年期货合约报价看， 市场预期价

格不会出现大幅上涨情况。 因为国

家对粮食的调控能力非常强， 即便

局部地区遭受减产， 全国粮价整体

大幅上扬的空间也很小。

实际上， 在当前收购环节，稻

谷、 小麦和玉米价格并没有出现大

幅上涨的情况。 国家粮食局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

8

月

5

日，江西、湖南

等

8

个早籼稻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

累计收购新产早籼稻

420.2

万吨，同

比增加

69.8

万吨。目前，产区早籼稻

国有粮库收购价为

1.32

元

/

斤左右，

加工企业采购价格略低。 由于国有

粮库敞开收购， 农民售粮积极性较

高，主产区早籼稻收购进展较快。

截至

8

月

5

日， 河南、 江苏等

11

个小麦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

计收购新产小麦

4452.6

万吨，比上

年同期减少

317.7

万吨。 受制于国

家临储小麦投放有效量下降， 整体

成交情况“量减价升”。

综合分析， 极端天气是否会造

成粮食减产仍有待观察， 但整体上

对粮价影响有限， 未来粮价将保持

稳定。 今年夏粮、早稻已丰收到手，

夏粮增产

39

亿斤， 早稻预计增产

15

亿斤。 再加上过去

9

年，中国粮

食实现连年增产， 国家储备粮食较

为丰裕， 抗击短期供给短缺问题不

大， 而且当前国际市场农作物丰收

前景在望，中国进口规模日益上升，

压制国内价格，国内“米袋子”价格

将会继续保持稳定。

信托贷款信息全面纳入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要求，中国

人民银行决定将信托公司贷款信息全面纳入金

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并对其提供信用信息

服务。

对于已接入数据库的信托公司， 人民银行

将要求其报送全部贷款信息， 确保信息报送及

时、准确、完整，并取得信息主体的授权等。对于

尚未接入数据库的信托公司，将加快接入进度，

实现对信托机构和信托贷款业务的全覆盖。 上

述举措，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金融信用信息基础

数据库服务水平， 有利于信托公司加强自身风

险管理，也有利于各类金融机构防范金融风险。

对于金融机构从事的委托贷款业务， 人民

银行正在积极研究相关方案， 拟将其信息尽快

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贾壮）

国资委启动

国企职工薪酬调查

国务院国资委日前下发的《关于做好

2013

年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职工薪酬调查工作的通

知》称，为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调控的

基础工作， 提高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收入分配

调控工作的科学化、合理化和精准化水平，定于

8

月

15

日至

10

月

31

日开展

2013

年国企、央

企职工薪酬调查工作。

根据《通知》，此次调查内容在

2012

年基础

上增加了国家有关部门对国有企业工资内外收

入监督检查的部分事项。

2013

年国资委系统监

管企业职工薪酬调查工作，仍然按照《关于做好

2012

年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职工薪酬调查工作

的通知》有关要求执行。 （许岩）

2015年前所有县级以上

政府公开“三公”经费

财政部网站昨日发布 《关于推进省以下预

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在全面公开省级预决算

及“三公”经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导地方推动

省以下预决算公开工作。

财政部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按照

总体部署、 分步推进的原则， 在现有工作基础

上，妥善选择公开地区，积极推进公开工作。 各

省应于

2015

年之前在省内所有县级以上政府

开展包括财政预决算、部门预决算及“三公”经

费预决算、市（县）级汇总“三公”经费预决算等

方面在内的公开工作。

财政部也给出了开展这项工作的具体时间

表：

2013

年各省应至少选择

20%

的地市级和县

级地区开展“三公”经费预决算公开工作，

2014

年所选地区应至少达到省内同级政府数量的

50%

。 原则上县级地区应从所选地市级地区中

优先选取，有条件的省可扩大选取地区范围，各

省

2013

年选取地区名单应于

8

月

30

日前报财

政部备案。 （陈中）

保监会排查人身险公司

和保险中介机构风险

为有效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 切实保护保

险消费者权益， 保监会近日对人身保险公司和

保险中介机构进行风险排查。

保监会要求人身保险公司对通过保险专业

中介机构销售的保险期限超过一年的个人人身

保险业务开展全面风险排查。 重点是保费收入

短时间内增长迅速、 销售过程中向客户承诺高

收益、将保险产品混淆为理财产品、客户回访成

功率较低、客户信息不完整等问题。

此次风险排查工作重点包括： 是否存在销

售保险以外的金融理财产品、 非法销售金融理

财产品、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资，侵占或挪用

保费和保险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陈中）

减产担忧升温 今年粮食进口有望创天量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虽然极端天气造成全国范围内

粮食减产仍有待评估，但是对于粮

食减产的担忧情绪逐渐升温，使得

中国已经开始大量进口粮食。 国外

投行预计中国全年进口规模将再

度刷新纪录，成为小麦和大米的全

球最大进口国，而偏低的进口价格

正在成为压制国内粮食价格的重

要砝码。

今年上半年， 中国粮食进口达

4085

万吨，同比增长

41.2%

，进口

规模创下新高。 其中， 小麦进口

219.35

万吨， 同比增长

294.9%

，大

米进口量已经达到了

131.13

万吨。

虽然小麦、玉米、大米这三种粮食的

进口量占国内生产量不足

2%

，

尤其是小麦的大量进口特别引

起市场关注。

3

月份至今，国内小麦

进口不断刷新单日购买纪录， 抛开

最大量的美国小麦之外，

20

万吨的

法国小麦进口以及

150

万吨的澳大

利亚小麦进口， 在近几年都是非常

罕见的。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8

月份报告

预计，

2013/14

年度中国小麦进口

量将达到

650

万吨， 创下

9

个年度

以来新高。

2013/14

年度玉米进口

将达到

550

万吨， 比上一年度增加

280

万吨； 稻谷进口将达到

400

万

吨，较上年度增长

50

万吨。

相对于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保

守预估，海外交易商和分析师预计，

在小麦方面，

2013/14

年度中国进

口规模可能突破

1000

万吨，超越同

期埃及预计

900

万吨的进口， 成为

全球最大的小麦进口国。 而大米方

面，中国将进口

300

万吨大米，将超

过尼日利亚

240

万吨的进口量，成

为全球最大大米进口国。

如果上述预测实现， 中国主要

口粮进口规模将再度刷新纪录，日

益逼近国家粮食进口配额上限要

求。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进口粮棉配

额规定，

2013

年， 中国小麦进口关

税配额量为

963.6

万吨， 玉米配额

量为

720

万吨、大米（含稻谷）配额

量为

532

万吨 （包括长粒米

266

万

吨、中短粒米

266

万吨）。

“粮食进口量激增不是因为供

给存在问题， 而是国内外价差较

大，导致国际市场上的粮食大量涌

入中国。 一旦下半年国内粮食价格

进一步上涨，进口量将会保持比较

高的水平。 全球谷物大丰收，偏低

的进口价格成为压制国内粮食价

格上涨的重要砝码。 ”东方艾格农

业咨询公司农作物分析师马文峰

表示。

根据美国农业部发布的

8

月份

农产品供求预测报告显示，

2013

年

全球粮食产量将达约

24.3

亿吨，比

2012

年增长

8%

。 其中，素有四大谷物

之称的大米、玉米、大豆和小麦产量均

将创历史新高。

当前，受全球粮食大丰收影响，国

际粮价呈下跌之势， 粮食供应紧张的

状况已经得到大幅缓解。 从市场晴雨

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期货价格看，

玉米期货价格已跌至每蒲式耳

4.7

美

元左右，较

2012

年夏季（逾

8

美元）下

跌

40%

以上，处在

3

年来低点。大豆和

小麦期货价格分别为每蒲式耳

13.8

美元左右和

6.3

美元左右，比

2012

年

的峰值便宜

20%

至

30%

， 而泰国大米

报价仅为

2008

年高点的一半，约为每

吨

530~540

美元。

中国国际期货分析师李莉认为，

国内保护价收购制度日益加大国内外

价格差异， 导致粮食进口规模将日益

上升，削弱了农民利益。如果恰逢国际

市场谷物歉收，国际价格会大涨，也会

引发国内价格的连锁反应。

证监会：铭创高频交易系统为光大独家使用

将排查券商使用的程序化交易系统风险隐患

证券时报记者 于扬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昨晚针

对

8

月

20

日海通证券是否发生系

统故障及

80

多家证券公司使用铭

创公司软件是否属实的情况回答了

记者提问。发言人表示，证监会高度

重视程序化交易系统带来的安全问

题，在处理光大证券事件的同时，将

对证券公司使用的程序化交易系统

的风险隐患进行排查。

最近有报道称，

80

多家证券公

司使用了铭创公司的软件， 市场担

心可能再次引发光大证券类似事

件。对此，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了解，

光大证券使用的 “铭创高频交易投

资系统”是定制软件，目前为光大证

券独家使用。 铭创公司在与光大证

券的合作协议中承诺， 自合同签约

日（

2013

年

2

月

1

日）起，

1

年内不

向除光大证券策略投资部以外的第

三方销售。 据了解，目前有

17

家证

券公司及

4

家期货公司使用该公司

开发的 “铭创企业证券投资及资产

管理软件”，该软件的功能主要是供

自营或资产管理部门进行投资管

理，不具备高频交易功能，与光大证

券使用的“铭创高频交易投资系统”

不同。 对于程序化交易系统带来的

安全问题，证监会高度重视，在处理

光大证券事件的同时， 将对证券公

司使用的程序化交易系统的风险隐

患进行排查，防止发生类似事件。

此外，有媒体报道，

8

月

20

日海通

证券交易系统未及时更新， 造成大量

客户无法交易上海石化、 仪征化纤两

只股票的情况。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

示，经上海监管局了解，海通证券集中

交易系统运行全天正常， 未发生客户

无法委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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