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邦保险旗下公司举牌金融街

越线仅

91

股，安邦保险集团旗下公司举牌金融街。 金融街今日公告称，

4

月

25

日晚收到安邦集团旗下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知，通

过二级市场交易累计持有公司股票已达

1.51

亿股，占公司股权比例为

5.000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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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专家委员会2014年春季论坛在京举行，与会专家认为

应对经济下行需保持战略定力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证券时报专家委员会

2014

年春

季论坛

4

月

26

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

论坛的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处于

“三期叠加”阶段，经济下行具有中长

期结构性因素， 此时应该保持战略

定力，更多从促进改革的角度对宏观

调控政策进行预调微调。 专家还建

议，全面深化改革既要从大处着眼，也

要从小处着手，提高把握改革细节的

能力。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

长马晓河认为， 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

主要矛盾是稳增长、保下限的问题。经

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两高一低” 产业

淘汰将挤掉经济增长中的一部分，在

“坏”的

GDP

下去、“好”的

GDP

又上

不来的时候， 经济增长不会像过去那

么快。他建议，应该对宏观调控政策进

行预调微调加以应对。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

表示，今年中国物价突破上限的可能

性几乎没有，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

守住经济增长的下限。 他说，中国经

济下行压力有很多是中长期结构性

因素造成的，不能奢望在短时间内解

决问题。

面对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 国家

景气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认为应该增强

定力， 因为一季度经济增速放缓是主

动调控和基数抬高的结果， 同时调查

结果也显示二季度和下半年中国经济

有望呈现平稳增长态势。所以，宏观调

控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增强经济长期增

长的稳定性和内生动力上， 而不要过

度关注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高培勇指出，从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

全面深化改革进程正在加快， 同时也

面临一些阻碍。他认为，全面深化改革

需要寻找突破口， 而无论从改革开放

以来的经济领域改革经验， 还是从决

策层透露出的信息来看， 财税改革将

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关于推进全面改革的问题， 中央财

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晓朴

认为首先应该提高把握细节的能力。 他

说，改革绝不仅仅是放权，提高监管部门

的治理水平、监管能力，也是改革的重中

之重。金融市场的竞争越激烈，市场主体

越会寻求变化，试探底线，钻空子，越需

要强有力的监管。

张晓朴指出， 现实问题是法治化不

健全，一方面对提高金融监管的及时性、

有效性提出了紧迫要求，另一方面，金融

监管又脱离不了所处的法制环境， 客观

上给金融监管带来内生挑战。他说，这就

必须依靠改革来推进。

（更多报道见 A6、A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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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Eyes

畸形政绩观不废

地方债务风险难除

证券时报记者 徐涛

4

月

19

日， 北方国际信托投资有

限公司原董事长刘惠文在家中身故，

由于其生前职业背景颇为敏感， 他的

死亡自然就引起各方的诸多猜测，天

津债务风险乃至全国其他地方的债务

风险问题， 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猜测的

一个焦点。

十多年来， 地方债务风险一直是

个让人提心吊胆的问题。 早在本世纪

初， 地方债务风险就已经是各种版本

风险清单上的常客了。在

2004

年社科

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中， 地方债务被描

述为威胁中国经济和社会安全的 “头

号杀手”。 不过，这些年来，这个“头号

杀手”似乎一直在打瞌睡，但“他”越是

不发作，似乎就越可怕，进而引起人们

更深的担忧。

人们担心地方债务风险， 大约主

要源于两个原因： 人们担心地方债务

风险，大约主要源于两个原因：其一，

现有地方债务规模过于庞大。 虽然历

年来不同部门统计的地方债务规模有

多种说法， 但综合去年审计署及社科

院的测算，到

2012

年底，地方债务规

模起码已经达到

20

万亿左右。如果再

考虑到统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跑冒滴漏

现象，

20

万亿规模是否足够准确仍很难

让人完全放心。

其二， 地方债务规模是否已经能够

有效管控仍不清楚。虽然

20

万亿的规模

与国内生产总值及财政收入数字相较，

似乎还不用担心全面风险， 但地方债务

现有规模的发展前景仍难以令人放心，

因为地方债务持续不可控增长的形成机

制， 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似乎还难以有本

质上的改观。 地方政府畸形的政绩观是

该形成机制的内核。不拔除这个内核，地

方债务风险既难于清算，更难于根除。

在现有选拔体制下， 地方官要在有

限的任期内做出“政绩”，以资拔擢，借钱

搞建设是一条不二捷径；在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促进社会进步的大旗遮蔽下，一

些杞人忧天似的说三道四， 在地方上就

很讨人厌，根本进不到决策者的耳朵里。

因此，在追责机制缺失、中央政府几乎无

条件为地方政府担保背书的情况下，控

制地方官主导下的借钱规模， 从根本上

防范债务风险， 几乎就是一个无法完成

的任务。

要彻底改变这个局面， 除了在引入

地方债务规模管理等层面下功夫外，显

然还需要着力再造一个新的政绩观、新

的拔擢机制。 在这个新体系里，除了要

全面考量地方官员的综合政绩，以彻底

打破过去那种谁胆子大、谁借钱多谁就

升官快的模式， 还有必要建立追责机

制，那些不顾地方承受能力乱发债并埋

下风险隐患甚至引爆风险点的主导者

们， 无论如何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个问题不解决，地方债务风险就会像

幽灵一样，一直困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

健康发展。

甘肃卫视首推创业励志真人秀

日前，甘肃卫视《一起回家吧》大型系列节目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上海外滩源壹号举行，这档节目将以国内首创的创业励志真人秀为形式，以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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