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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乌“斗气” 看我国战略资源保障

吴智钢

俄乌“斗气” 引人深思

6

月

16

日

，

俄罗斯和乌克兰关于天然

气供应问题的谈判已经破裂

，

俄罗斯天

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声称要切断对乌克兰

的天然气供应

。

俄乌关于天然气供应问

题谈判的破裂

，

表面上是由于供气价格

各不相让而引起的

，

而实际上

，

是俄乌两

国的地缘政治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

乌克兰是一个能源净进口国

，

它对

俄罗斯能源的长期依赖

，

使它在和俄罗

斯的地缘政治斗争中无法不处于下风

。

乌克兰经济与政策咨询研究所所长伊戈

尔

·

布拉科夫斯基曾经透露

：“

乌克兰的

天然气有大约

80％

来自俄罗斯和土库曼

斯坦

，

90％

的石油来自俄罗斯

。 ”

而且

，

乌

克兰从土库曼斯坦进口的天然气

，

也都

需要经过俄罗斯境内

。

早在今年

4

月

，

乌克兰已经为俄罗斯

的

“

断气

”

做了一些准备

，

在欧盟的协调

下

，

乌克兰先后和斯洛伐克与德国达成

了供应天然气的协议

，

但是

，

斯洛伐克与

德国的天然气也来自于俄罗斯的供应

，

对于这种反向输气的行为

，

俄气公司已

经提出警告

，

质疑这些协议的合法性

。

如

果没有俄罗斯的认可

，

这种反向供气的

做法

，

也不能真正实施

。

一旦失去了充足的能源供应

，

乌克兰

不仅将面临经济的崩溃

，

而且国民生活也

将面临巨大困难

。

这种困难如果只是短期

的

，

可能还可以克服

，

如果是长期的

，

也许

将带来国内政治格局的动荡与改变

。

从俄乌

“

斗气

”

这个事件中

，

我们可

以清楚看到战略资源保障的重要性

。

事

实上

，

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

，

例如能

源

、

矿产

、

粮食

、

水源等等

，

在和平时期

，

可以是普通的商品

，

在市场上自由买卖

，

但是

，

一旦发生事关国家根本利益的国

际地缘冲突

，

或者是发生战争

，

这些战略

资源也就必然成为斗争的工具和武器

。

在国际地缘政治斗争或者战争当中

，

经

济手段从来都是优于军事手段的一个利

器

。

这不仅是俄乌

“

斗气

”

让我们看清楚

的一条逻辑

，

而且也是世界发展史告诉

我们的一条教训

。

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

如果不是盟军最后控制了太平洋的海运

线

，

切断了轴心国的物资供应

，

二次世界

大战的格局也许就会发生变化

。

我国能源

对外依存度过高

随着经济数十年的快速发展

，

我

国已经不可避免地从一个能源自给国

变成了一个能源进口国

，

而且能源的

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

。

海关总署的统

计数据显示

，

我国自

1993

年成为原油

净进口国

，

当年的依存度为

6%

，

随后

进口量不断飙升

，

工信部公布的数据

显示

，

2011

年前

5

个月我国原油对外依

存度首次超越美国达到

55.2%

；

2013

年

我国原油进口量达到

28195

万吨

，

对外

依存度达到

57.39%

，

较

2012

年有近

1

个

百分点的提升

。

我国能源过去主要依赖煤炭

，

而且

我国也一直都是世界煤炭最大的生产国

和消费国

。

可是

，

自

2009

年我国就由煤炭

净出口国转变成为净进口国

，

而且煤炭进

口量也一路攀升

。

海关数据显示

：

2013

年

我国煤炭净进口量达

3.2

亿吨

，

进口依存

度为

8.13%

，

较

2012

年上升了一个百分点

。

更为严峻的是

，

长期消费煤炭对空气的污

染越来越明显

，

当前我国政府面临治理空

气污染的重大挑战

，

这将有可能被迫减少

煤炭的消费而逐步增加天然气等清洁能

源的消费量

。

尴尬的是

，

在天然气方面

，

我

国也有较高的对外依存度

。

2013

年我国进

口 天 然 气

515

亿 立 方 米

，

进 口 依 存 度

30.5%

，

较

2012

年的进口依存度大幅增加

5

个百分点

。

上述数据已经清楚地表明

，

我国的能

源安全

，

并没有攥在自己的手中

，

一旦国际

环境风云突变

，

能源问题就很可能成为我

国的致命伤

。

如何做好能源保障

，

已经成为

我国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

。

能否保障充足

的能源供应

，

不仅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能否

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

而且也是能否保障

民生的重要问题

。

努力改善

我国战略资源保障

要改善我国能源安全现有的格局

，

至

少要做好以下四方面的环节

：

首先是增加国内现有的能源产量

，

减

少对外的进口依存度

。

目前我国内陆的油

田已经高度开发

，

必须尽快增加新的自主

的能源供应

。

目前我国风能

、

太阳能等新能

源产业快速发展

，

但这些新能源供应对于

我国需求而言只是杯水车薪

；

页岩气的开

发正在展开

，

但也受到水资源

、

技术水平和

成本的制约

，

短期内难成大气候

；

因此

，

只

有大力开发海洋资源才能解决问题

。

而开

发海洋油田

，

除了技术问题之外

，

如何处理

好与周边国家愈演愈烈的海权之争

，

至关

重要

。

其次是要使能源进口实现多元化

。

乌

克兰的能源单纯地依赖俄罗斯的供应

，

目

前就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

不能把鸡蛋放在

一个篮子里的原则

，

也适合能源进口的方

向

。

最近

，

我国相继和俄罗斯

、

英国分别签

订了天然气进口的巨额合同

，

就是这种进

口多元化的努力

。

其三是必须保障油气运输路径的安

全

。

目前我国油气的进口仍然主要依赖海

运

，

其软肋是在霍尔木兹海峡

、

马六甲海峡

容易遭受制约

，

增强我国海空军事力量

，

加

大对我国能源海上运输安全的保障

，

只是

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

新增运输路径

，

开辟新的陆地运输路径

，

是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的更重要的一个方面

。

其四是调整经济结构

，

增加消费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

，

减少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

赖

；

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

做到更节约

，

更

高效

。

除了能源之外

，

粮食资源

、

水资源等

，

也是战略资源

，

也需要从战略发展的角度

来予以充分的保障

。

笔者注意到

，

近几年

来

，

随着房地产价格的飙升

，

国内对我国的

粮食安全保障有不少反对的声音

。

有一种

观点认为

，

我国不需要确保

18

亿亩耕地的

红线

，

可以把土地放出来

，

用以城镇化和工

业化

，

赚到更多钱之后

，

就可以从外国进口

更多的粮食

，

就可以产生更好的效益

。

持有

这种观点的人

，

如果不是受利益驱动的话

，

就是市场化的原教旨主义者

。

正如俄乌的

天然气之争那样

，

粮食在和平时期只是很

便宜的普通商品

，

但是

，

一旦发生战争或者

地缘政治斗争

，

粮食就可以变成武器

，

国人

的脖子就有可能被人卡住

，

就会受制于人

。

我国有接近

14

亿张嘴

，

对粮食的需求十分

巨大

，

无粮不稳

，

无粮不安

。

因此

，

我国粮食

安全的底线必须长期守住

。

建议新股最低申购单位由500股降为100股

皮海洲

6

月

18

日是新一轮

IPO

重启后首批

4

家公司新股发行的日子

，

从当天雪浪环

境

、

龙大肉食

、

联明股份和飞天诚信

4

只

新股的发行情况来看

，

A

股市场再现

“

野

蛮打新

”

盛况

。

4

只新股的融资额度为

18.15

亿元

，

但参与打新的资金却超过

3800

亿元

，

是融资额度的

210

倍左右

。

这

也直接导致

4

只新股的中签率均低于

1%

。

其中中签率最高的龙大肉食也只有

0.83%

，

中签率最低的联明股份更是只

有

0.44%

。

这种

“

野蛮打新

”

盛况的出现并不令

人感到意外

。

今年

1~2

月份上市的

48

只

新股

，

绝大多数都遭到市场的爆炒

，

尤其

是中小盘新股上市后的连续涨停

，

给市

场留下了巨大的赚钱效应

。

此外

，

本轮

IPO

重启后发行的新股

，

发行价格相对

合理

，

18

日发行的

4

只新股平均发行市盈

率低于

20

倍

，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到

“

打新

”

中来

。

这种

“

野蛮打新

”

带来的负面影响却

是严重的

，“

打新

”

者可能得不偿失

，“

打

新

”

者动用

1

亿元资金

“

打新

”，

可能只能

获配到市值不到

8

万元的新股

。

融资

“

打

新

”

者能否赚回融资成本也是个问题

。

更

严重的是二级市场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

当前沪深两市每天的成交金额只有

1300

亿元左右

。

在低迷市况下

，

却有

3800

亿元

的资金参与

“

打新

”。

而这其中的资金有

相当一部分是卖股票抽出来的

。

这就直

接导致了股市在

IPO

重启背景下的连续

下跌走势

。

“

野蛮打新

”

也对正常的金融秩序构

成了冲击

。

如面对

18

日的

4

只新股发行

，

当天货币市场的利率急剧升高

，

截至当天

收盘

，

货币市场的利率大幅上涨了

30%

。

这

显然是由于

“

打新

”

的需要

，

机构投资者从

货币市场拆借资金的结果

。

6

月

20

日

，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在

回应市场的打新热潮时

，

建议投资者应当

理性参与申购

。

面对目前

A

股市场这种

“

野

蛮打新

”

的局面

，

管理层方面呼吁投资者理

性

“

打新

”

当然是必要的

。

不过

，

要让股市告

别

“

野蛮打新

”

时代

，

让投资者理性

“

打新

”，

更重要的还是要在制度上动真格

，

改变目

前这种

“

打新

”

制度

。

首先

，

有必要取消目前这种市值申购

的

“

打新

”

制度

。

因为目前的这种市值申购

需要投资者先缴款

，

然后再配号

，

再摇号中

签

，

从而导致了投资者抛售老股申购新股

，

进而加剧了新股发行对二级市场的冲击

，

这不仅导致了股市资金的大量浪费

，

而且

也导致了社会资金的不合理流动

。

其次

，

引入市值配售的

“

打新

”

制度

。

因

为这种市值配售的最大优势在于

，

投资者

“

打新

”

只凭市值进行新股申购

，

投资者在

中签后才进行缴款操作

。

这样就极大地节

省了股市的资金资源

，

既不造成股市的资

金浪费

，

也不造成社会资金的不合理流动

。

这实际上也降低了投资者的

“

打新

”

成本

。

当然

，

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

益

，

提高中小投资者的中签机会

，

市值配

售制度可作进一步的完善

。

即对投资者单

个账户的配售上限作出规定

，

比如

，

在某

只新股的发行过程中

，

个人账户最多可配

售

50

个申购号码

，

机构账户最多可配售

5000

个申购号码

。

同时为提高新股申购中

签率

，

还可进一步降低新股申购的最低单

位

，

如将目前的最低申购单位

500

股降为

100

股

。

中英金融合作走向深化

王勇

6

月

16

至

19

日

，

中国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访问英国期间

，

中英双方宣布由一家中国的

银行成为指定的伦敦人民币

清算行

。

此举将帮助伦敦进一

步成为领先的人民币离岸交

易中心

，

进一步巩固伦敦作为

全球外汇交易中心的地位

。

同

时

，

也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

程

，

并以此推进中英金融深度

合作

。

近几年来

，

中英货币金融

合作在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

进

，

英国在加强两国货币金融

合作方面表现出迫切的需求

和愿望给人深刻印象

。

英国的

这种心理主要是因为欧债危

机使英国经济深受其害

，

银行

业的日子尤其不好过

。

危局促

使英国政府在加强金融监管

的改革上拿出大举动

，

确保英

国金融稳定

。

2013

年

4

月

1

日

，

英国新的监管者

———

金融行

为准则局和审慎监管局成立

，

原来的金融服务监管局由此

完成了历史使命

。

英国开始实

行的是一种

“

双峰

”

金融监管

体制

，

即英格兰银行之下设审

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监管局

这两个金融监管局

，

直接监管

英国约

2.7

万个各类金融机构

。

迄今为止

，

英国经济复苏状况

已基本得到确认

。

英国除了强

练内功之外

，

更重要的还需借

助外力

。

而加强与中国的货币

金融深度合作就是借用的一

个很好的外力

。

眼下

，

中国正

在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

而

积极培育伦敦离岸人民币中

心

，

无论对于人民币国际化

，

还是对于英国经济金融振兴

都大有裨益

。

最主要的是

，

中

英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

，

英国

在高端制造业

、

金融

、

创意产

业

、

节能环保等领域具有突出

优势

，

而中国是制造业大国

，

在制造业规模

、

劳动力供应和

市场潜力等方面有优势

，

这将

为中英经济金融深度合作提

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

中英货币金融深度合作

，

必须借助伦敦这块

“

风水宝

地

”。

伦敦作为全球举足轻重

的金融中心

，

2008

年以来

，

即

使饱受金融危机冲击

，

伦敦全

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依然牢不

可破

，

仍旧是全球外汇交易量

最大的地方

。

更重要的是

，

只

有一平方英里的伦敦金融城

为伦敦创造了

30

万个就业岗

位

。

据伦敦金融城发布的一项

报告显示

，

金融危机过后

，

伦

敦地区的金融服务业工作机

会从

2011

年的

360600

个岗位

升至

2012

年的

366700

个

，

并将

在此水平基础上保持至

2020

年

。

不同于英国其他地区

，

伦

敦的总体就业情况已经恢复

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

换言

之

，

金融城带动伦敦经济率先

复苏

。

而在金融城带动伦敦经

济率先复苏过程中

，

伦敦离岸

人民币市场的大力发展功不

可没

。

各类人民币外汇产品在

伦敦市场上交易非常活跃

。

伦

敦的人民币外汇即期交易日

交易额达

6.8

亿美元

，

估计占全

球离岸人民币即期市场总量

的

26%

。

而

2012

年

，

伦敦金融市

场平均每天人民币交易量为

25

亿 美 元

，

比 前 一 年 增 加

240%

。

同时

，

伦敦各银行大力

推广人民币业务

，

2012

年各企

业对人民币的使用明显增多

，

进出口融资业务量达到

336

亿元人民币

，

较上一年增长

100%

。

信用证和其他信贷担

保业务则增长

13

倍达到

47

亿

元人民币

。

2012

年

4

月

，

汇丰银

行在伦敦发行了第一只人民

币债券

，

主要针对英国及欧

洲大陆国家的投资者

。

据伦

敦金融城称

，

伦敦的人民币

业务已初具规模

，

包括零售

业务

、

企业业务

、

银行同业及

机构业务

，

这些产品和服务

使客户可以高效

、

安全地进

行跨国交易

，

并且可以对冲

和管理风险

。

就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

，

伦敦这个老牌全球金融中心

正向遥远的东方伸出橄榄枝

。

2012

年

4

月

18

日

，

伦敦金融城

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计划正

式启动

，

其目标是把伦敦打造

成为人民币业务的

“

西方中

心

”，

从而扩大人民币在国际

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

。

同时就

如何提高伦敦在人民币交易

、

清算和结算方面的能力

，

向英

国财政部提供咨询意见

，

阐明

发展伦敦人民币市场的下一

步措施与长远目标

。

该计划还

为伦敦人民币产品及业务市

场提供技术

、

基础设施和监管

方面的支持与发展方向

。

这项

计划的启动和平稳运行

，

反映

了英国决策者欲将伦敦发展

成为主要人民币离岸中心的

愿望

。

2013

年

6

月

22

日

，

英国央

行又与中国央行签署了规模

为

200

亿英镑

/2000

亿元人民

币 的 中 英 双 边 本 币 互 换 协

议

。

这也是中国和第一个

7

国

集团的国家签署的双边本币

互换协议

。

10

月

15

日

，

中英政

府在第五次中英经济财金对

话中达成多项协议

：

伦敦投

资者获得

800

亿元人民币的

RQFII

额度

，

可用于投资中国

内地的股票

、

债券和货币市

场

；

中国和英国同意人民币

与英镑直接交易

；

英国央行

将允许中国的银行设立英国

批发银行分行等

。

2013

年

12

月

2

日至

4

日

，

英国首相卡梅

伦率领

“

史上最大规模

”

的英

国商贸代表团赴中国访问

，

双方签署了价值数十亿英镑

的经贸协议

。

最重要的是

，

双

方在包括高铁在内的基础设

施建设

、

房地产

、

人民币国际

化等领域所凸显的相互间更

深层次理解和共同利益

。

2014

年

3

月

，

中英央行已

正式签署了人民币清算和结

算协议

，

这既标志着人民币

国际化又往前迈出了重要一

步

，

也标志着中英在货币金

融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新的进

展

。

实际上

，

今年以来

，

中英

金融深度合作

，

除了两国央

行宣布签署人民币清算和结

算协议外

，

还有中国国家开

发银行将在伦敦发行人民币

债券

，

中国农业银行将与伦

敦证交所合作开展人民币产

品创新

。

民生银行也拟设立

一只海外基金

，

而英国将作

为基金的欧洲总部

。

当前

，

在人民币国际化不

断加快的背景下

，

伦敦在想方

设法强化自身全球离岸人民

币中心之一的地位

。

而以此为

契机

，

不断加强中英金融深度

合作

，

有望真正助推和促进中

英两国经济金融方面互惠双

赢

，

进一步共同发展

。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

州培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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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家央企投资亏损过百亿元

赵顺清/漫画

孙勇/诗

央企投资亏百亿，补漏沦为和稀泥。

高管卸责有借口，全民买单无道理。

投资结果常惨淡，决策程序不正义。

有法必依严问责，覆车之鉴要牢记。

票房向上 价值观向下

杨丽花

上海电影节刚刚落下帷幕

，

而对电

影行业的困惑和思考却仍将继续

。

去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超过

200

亿

，

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

，

华谊兄弟

等被资本市场热烈追捧

，

数家影视业公

司通过

IPO

或借壳的方式谋求上市

。

但

影视业资本火热的背后

，

向钱看还是向

艺术看的矛盾更加凸显

。

据说今年中国导演协会最佳影片和

最佳导演两个奖项空缺

，

主要是因为一

些叫座的影片

，

在评委们看来仍不能完

全作为现代电影艺术的代表

。

对于现代

一些年轻的导演迅速占领中国电影市场

主要话语权问题

，

影视大佬认为这可能

代表着主流观众

80

后

、

90

后在娱乐文

化领域取得的话语权

，

年轻的导演迎合

了这种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

但是我们的

评委们还在坚持从电影学院来的第四

代

、

第五代传承艺术表达语言和表达方

式

。

这些叫座的电影

，

在他们看来可能并

不算是艺术佳作

。

而这一观点在一定程

度同世界影坛认识一致

，

因为近两年中

国影片在国内的票房越来越好

，

却在国

际电影节上鲜有获奖

。

面对新变化

，

大佬们在困惑要不要

去迎合年轻人的价值观

，

而这种

“

迎合

”

对他们的艺术认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

面对国内观众

，

不知道选择什么样

的价值观

；

走向国际市场

，

也面临着审美

趣味的痛苦抉择

。

中国电影行业在过去

的一年中

，

最大的变化就是各大电影公

司尝试

“

走出去

”。

除了国际市场只接受

英语片不接受中文片外

，

中外观众的审

美观也有极大的分歧

。

在与好莱坞的合

作中

，

不得不重视一种现象

：

中国观众

欣赏西方电影

，

其实不看其故事表达

，

不被故事人物吸引

，

而是热衷电影中的

大场面

；

但要征服美国本土的观众

，

必

须要依靠影片中故事人物

，

依靠里面包

含的文化

。

单就故事上看

，

中美两国审美趣味

也存大差异

。

据说美国的观众特别是年

轻观众喜欢比较复杂的故事

、

复杂的人

物关系

，

但是不喜欢浓烈的情感表达

，

尤其是煽情类的情感表达

；

但是中国的

观众则特别需要强烈的情感表达

，

甚至

煽情

，

但是人物稍微多一些

，

故事复杂

一些

，

接受起来就有难度

。

这种现象在

《

环太平洋

》、《

饥饿游戏

2

》

表现尤为突

出

，

其在中国可以大卖

，

而在美国则票

房平平

。

国内国际观众价值观不同

，

极

致表现可能不是电影作品

，

而是电视剧

《

甄嬛传

》，

该作品在中国大热

，

拍摄长

达

76

集

；

而美国观众不能理解人物的

思想

，

最终送到美国观众那里只能被剪

辑成

6

集

。

如果中外合拍电影

，

如何兼

顾国内国际观众不同审美偏好

，

找准价

值观选择故事题材也是难题

。

掌握了价

值观也就掌握了票房

，

但是价值观的把

握显然很令人困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