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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资产已超5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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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俊钦子女走上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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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将全面推进

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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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加速囤积

助推港股不断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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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资改革方案“京味” 浓

8月 5 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北京市深化国资改革推进会，同时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市属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改革方案中围绕京津冀发

展以及治理北京市“城市病”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措施，其中重点提及要和央企、中关村企业、区县企业互相参股，有很浓的“京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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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报业巨头Gannett

股价5年涨逾20倍

中国将允许个人投资者开展境外投资

国家发改委昨日称，将积极推动中韩、中澳自贸协定谈判于年内结束，做好中日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自贸协定谈判的相关工

作，推动中国－斯里兰卡、中国－哥伦比亚等自贸协定谈判尽快启动。 此外，还将完善相关管理规定，允许个人投资者开展境外投资。

A2

退市长油今日在股转系统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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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昨日，沪深两市共有136家公司发布业绩预告

近六成上市公司前三季业绩预喜

见习记者 胡志毅

据证券时报数据部统计， 截至昨

日， 沪深两市共有

136

家上市公司发

布了前三季业绩预告。 其中

81

家（不

包括

22

家预计在亏损至盈利之间的

公司） 上市公司预计前三季净利润同

比增长，占比

59.56%

；

28

家公司预计

业绩下滑或亏损。

在

81

家预增公司中，前三季净利

同比最大增幅超过

100%

的共有

18

家。其中，大富科技预计前三季净利润

为

4.59

亿元至

4.84

亿元，增幅最高达

到

8693.52%

，创前三季净利润增幅之

最。而在预计业绩下滑或亏损的

28

家

上市公司中，

7

家公司为首度亏损，

5

家为续亏。

分行业来看， 部分传统制造业

呈现出复苏态势。 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以及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净利润增幅较

为明显。 医药制造业以及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公司， 业绩普遍

实现平稳增长。 不过，预计净利润跌

幅最大的企业却也出自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 路翔股份前三季

净利润同比跌幅最大， 由去年同期

的盈利

508

万元直降至亏损

5300

万元

～5800

万元。路翔股份曾在半年

报中表示， 受公司深入推进战略调

整及业务转型的影响， 公司改性沥

青业务整体剥离后营业收入大幅度

下降， 公司第三季度亏损主要是费

用类的支出导致。

值得一提的是， 新五丰、 牧原股

份、圣农发展

3

家公司同属畜牧业，却

有着截然不同的境遇。 作为肯德基国

内最大鸡肉供应商的圣农发展预计今

年前三季实现扭亏， 而新五丰和牧原

股份则预计业绩将出现亏损。

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业绩预告针对

的是上市公司前三季度整体业绩。 记者

在对各公司业绩预告分析后进一步发

现， 在部分传统制造业出现复苏态势的

同时，煤炭业、纺织业和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则仍在低谷徘徊。

由于政府部门先后启动一系列组

合政策刺激经济发展，上半年国内制造

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

PMI

） 持续上升，

7

月

PMI

创年内最大升幅， 再超预期，传

统制造业出现明显上升态势应在情理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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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 9时，光大证券内幕交易案一审在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庭审中双方争论焦点集中在四方面：被告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内幕交易行为人

是否具有主观过错；投资者的经济损失与行为人的内幕交易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投资者损失的认定方法。庭审持续至 17 时 45分，在最后阶段，审判长认为控辩双

方都存在责任，建议庭外调解，如调解不成再择日宣判。（更多报道见 A6版） 杨庆婉/摄

光大证券内幕交易案开庭

法院建议庭外调解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税负重不重 要看性价比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

曾经说过， 人的一生有两件事不可避

免———死亡与纳税。 无论对企业还是

个人来说，交税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不然乐观向上的富兰克林先生也不会

说出这么丧气的话。 美国作家梭罗不

信这个邪，退隐瓦尔登湖畔躲避税收，

可当他记录完这美妙的体验后， 还是

难逃抗税带来的牢狱之灾。

既然税收不可避免， 人们便退而

求其次，要算算政府的税收得重不重。

经济学上有个衡量税收负担的指标，

叫宏观税负， 通常由一定时期内税负

总水平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比值来表征。最近，有学者测算后发

现， 今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税负达到了

44%， 这意味着政府拿走了将近一半

的产出。 数字一出，舆论哗然。

政府拿得多了， 企业和居民拿得

就少了，在经济结构性减速时期，如此

分配格局难孚众望。不过，学者的测算

没有考虑政府收入和 GDP 的季节波

动性，为了熨平波动，国际上通常以一

年为计算周期。根据官方数据，我国宏

观税负水平在 30%左右， 而世界平均

水平约为 40%，据此判断，我国宏观税负

水平基本处于合理区间。

有关纳税的宣传标语千条万条，最

有说服力的一条是“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 。 以宏观税负水平判断，中国不能归

入重税国家， 但为啥很多老百姓仍然会

抱怨税负沉重呢？这是因为，居民的税收

感受同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是密切相关

的，也就是说，衡量税收负担，还需要考

虑政府收入的支出结构和使用效率。

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 去年全国公

共财政的 139744 亿元支出中，数量最大

的一块是教育支出， 占比达到 15.66%，

体现了促进社会事业发展、 着力改善民

生的政策取向。 但与一些发达国家动辄

超过 50%相比， 我国教育支出的比例仍

然偏低。与此同时，有较大比例的政府收

入被用于行政支出，有学者研究发现，我

国的这一比例明显偏高。

即便是支出结构有所改善， 各个项

目内资金的地区分配合理性和使用效率

也存在疑问。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

之间和地区之间还存在巨大的差异，正

在进行中的户籍制度改革因此被寄予厚

望。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是另一个广受

诟病的话题，挤占挪用时有发生，贪污腐

败也不鲜见。如果交的是大象钱，换来的

却是头骡子，老百姓有意见自然难免。

更何况，在支出有欠公允的同时，收

入中还存在诸多不合理的现象， 比如征

收过头税、以费代税、政府摊派任务等，

凡此种种都会增加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

担，造成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错位。

百姓交税，购买的是公共服务，凡是

购买行为都要看看性价比是否合理，所

以说，改善税收感受，还要从提高公共服

务产品的性价比入手， 目前来看仍然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

欧美日本步步紧逼

俄罗斯资金流向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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