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政协委员、国资委
原主任李荣融日前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对于两会期间一些
政协委员热议的“提高国企红
利上缴水平”表示赞同，并指
出在确保连续性的前提下，可
将国企上缴红利占利润的比
例逐步提升到20%、25%。

毋庸置疑，提高央企上
缴红利比例，不仅能全面提升
国有企业竞争力，合理配置社
会资源，切合民意诉求，而且
也符合国际惯例，发达国家国
企一般要上缴50%以上的红

利。相比之下，我国目前央企
上缴红利仅为5%—10%。

在央企红利的面前，由
于身份角色的不同，关注的视
角也不尽相同。作为政府官
员、专家学者关注的是，用宏
观视野来考量国有经济布局
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上缴红
利对中央企业转变发展方式
的影响；而作为大部分普通百
姓，由于不懂深奥经济理论，
大都愿意站在微观的视角，关
注央企上缴红利的使用细节，
以及具体流向。

对于央企上缴红利，尽
管今年年初财政部发布的

《关于 2010 年中央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的说明》中，透
露 出 央 企 红 利 支 出 与 去
向，但是都是粗线条的，仅
在小范围内公开，多数公
众不能知道这些钱究竟花
在什么地方。

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
所国有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陈
少强初步估算，自从 2008 年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真正
投入实践以来，两年半中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共 支 出
1861.4 亿，其中 68%用于国
有企业注册资本金和重组改
建，19%用于灾后重建，6%用
于扶贫脱困，只有不到1%的
部分和社会保障有关。

从某种意义讲，即便央

企红利按国家规定使用，但
也不代表它使用的正当性
和合理性，尤其是使用细
节、具体流向等方面的公平
和公正。前者是技术上的一
种事实判断，而后者则是制
度上的一种价值探究。因
此，就目前而言，笔者觉得，
国家财政部和国资委有必要
顺应民意，起码每年定期公
布一次，用细线条，清晰地描
绘出央企红利的详细用途和
具体流向。

巨额的央企红利，从根
本上讲，是所有纳税人的重
要公共资金。而且，央企红
利也属于财政预算的范畴，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凡涉及到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
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

的，必须向全社会公开使用
情况。

历史经验一再告诫我
们，政府财政公开透明，是防
范公共支出出现“跑偏”、权
力寻租、效率低下等弊端的

“撒手锏”，央企红利也不应
例外。尤其值得欣慰的是，
随着“十二五”规划的逐步
实施，我国正在探索全新
的执政思路和发展理念，
民生为本的内生性“包容
性增长”模式要获得超常
规进步和发展，最重要的
是架构一种全新的以服务
型政府为基础的现代公共
财政模式，而这种新型模式
的构建和应用，不妨从公开
央企上缴红利的具体流向以
及使用细节开始。

□吴睿鸫（河北 职员）

2012年3月13日 星期二B02 经济新闻·评论

■ 金融观察

央企上缴红利的流向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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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中小金融机构

央企红利也属于财政预算的范畴，根据《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凡涉及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
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必须向全
社会公开使用情况。

中小金融机构应将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在一个多元、分散、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上，形成有效的
制衡。由于对市场天然更敏感，竞争能力更强，优质大中型民营企业应担此重任。

■ 宏观大势

■ 财经漫谭

《经济参考报》报道，3
月 7 日，中国城市燃气协会
指出，中石油、中石化、中
海油三大石油公司炼厂液
化气供应减少，引起了液
化气价格的迅速上涨，涨
幅达 30%。

事实也确实是如此，高
油价之下，各大炼厂纷纷调
整了生产结构，液化气产量
大幅减少，增加了利润丰厚
的成品油产量。

每年 2 月中下旬之后，
由于国内炼厂检修增多，尤
其是春季集中检修时期的
到来，液化气市场供应量自
然会受到很大影响，价格确
实也会相应上涨一些。

检修年年有，但是今年
这时候的液化气涨价和往
年有所不同。其最核心的
就是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
下，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因素
显得尤为扎眼。

一直以来各方形成的
共识是央企作为公共部门，
其存在的正当性，不在于其
有多大的盈利性，而在于其
能否促进国民福祉的最大
化。面对不断攀升的气价，

“央企红利”的应有之义就
是让国民至少拥有价格趋
于稳定的预期，而不是反而
减少供应量，以谋取民生损
害带来的经营收益。

从宏观经济趋势而言，
这一轮的气价“涨涨不休”
有可能很快就传导至CPI链
条。在官方CPI数据刚刚下
行之际，生活必需品等的纷
纷涨价，很可能会让刚刚舒
缓一点的通胀形势卷土重
来。如此就可能严重掣肘
经济的正常转型，财政货币
政策也难以展开拳脚将主
要精力放在结构转型之上。

□倪金节（财经作家）

两会期间，民间资本进
入 金 融 服 务 领 域 再 次 热
议。就当下中小金融机构
现状而言，丰富股权结构，
多元股东性质，有利于应对
愈发严峻的经济下行挑战。

近年来，中小金融机构
以其特有的生机与活力，活
跃于经济领域，保持快速发
展趋势。不过，齐鲁银行票
据大案等相继爆发也使其
治理能力经受质疑。

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加强
对地方金融控制的需要，中
小金融机构的股权主要集中
在地方政府手中，虽然一些
中小金融机构引进了国际资
本，但总体而言，目前金融业
的开放程度尚未形成对外资
股东深度介入治理结构的足
够激励，且外资股东大多深
陷金融危机，自身难保，更多

侧重财务投资。
在这种股权结构下，地

方政府难免会以推动地方经
济发展为出发点，扭曲中小
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同时，
地方政府作为实际控制人，
他们派出高级管理人员进行
管理，这就使得管理层事实
上拥有中小金融机构的剩余
控制权，形成内部人控制的
治理结构。虽然中小金融机
构也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
基本模式组建董事会，但往
往难以充分发挥权力主体和
经营决策主体的作用，沦为

“橡皮图章”。
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的

完善是微观经济主体的自
觉行为，但易受到金融整体
生态的影响和制约。2008
年以来天量信贷的宏观背
景下，导致金融机构将经营

重点放在业务规模的扩张
而不是治理结构的完善上。

各家金融机构业务模
式趋同，主体业务集中在存
贷市场，大部分利润来自于
存贷差，目标客户普遍都集
中于大型国有企业、行业龙
头、上市公司等，治理结构
优化对提升金融机构市场
竞争力的作用并不明显。
中小金融机构本在竞争中
就处于劣势，治理结构的改
善更容易被遗忘。

在经济上行期，治理缺
陷尚可以由业绩规模粉饰，
然而，在经济下行期，若再
对公司治理置之不理，抵御
风险的关键环节也将随之
丧失。如何持续改善公司
治理，认清自身存在的问
题，中小金融机构迫切需要
深入探索和实践。

合理的股权结构是建
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的基
础。中小金融机构应将公
司治理结构建立在一个多
元、分散、相互制衡的股权
结构上，形成有效的制衡。

全面否定地方政府对于
中小金融机构的控股地位缺
乏充分依据，同时也不具备
普遍操作性。现实的选择是
以“增量改革”的方式改进股
权结构，具体是通过引进特
定资本来优化股东结构。由
于对市场天然更敏感，竞争
能力更强，优质大中型民营
企业应担此重任。新引进的
民间资本应能为中小金融机
构在风险管理、IT 技术、业
务拓展与创新等方面提供切
实帮助或在业务上能带来互
补效应。

□史晨昱（北京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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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来自招商局
香港总部的文件显示，招
商地产全国在售项目及
一季度拟入市项目必须
降价促销，文件还要求集
团旗下招行、招商证券予
以配合，拉其大客户参与
房屋优惠团购。集团员
工买房额外享受5%优惠。

据新浪网
短评：裙带营销？

●温州一市民申请
注册“CHIVAS REGAL”
商标用于服装，拥有苏格
兰威士忌名品芝华士的
芝华士兄弟(美洲)有限公
司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诉
至法院，要求撤销温州市
民的商标注册。近日，一
中院驳回了芝华士公司
的诉求。

据《新京报》
短评：合法山寨。

●全国人大代表黄
鸣建议，把城市绿地改成
菜地，分配给住户耕种，
自己种自己吃；能给年轻
人一个劳其筋骨的地方，
给退休老人一个精神寄
托的场所。

据经济观察网
短评：绿地改菜地，

如何分配？

●全国政协委员景
天魁调查报告显示，中
国有 65%以上的家庭存
在“ 老 养 小 ”现 象 ，30%
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
供养。

据《广州日报》
短评：找工作“拼爹”，

买房子“啃老”。

●临近 3·15 消费者
权益日，游走在灰色地
带的网络删帖公司业务
量日益增多，删帖价格
也跟着水涨船高。公关
公司内部人士透露，标
题或网页中含有“3·15”
的普通负面帖子已经升
格到 2000 元起价，而平
日，即使删除知名网站
的同类帖子，价格也仅
为千元左右。

据《法制晚报》
短评：3·15不仅是消

费者权益日，还是企业
“灭火”日。

●央视 3·15 晚会的
临近，晚会导演尹文则公
开表示，今年晚会曝光重
点仍是大企业。这不免
让投资者回忆起去年的
双汇瘦肉精事件以及重
仓 双 汇 发 展 的 兴 业 基
金。记者采访多位基金
经理发现，他们虽想知道
被曝光的公司是哪些，但
都淡然面对此问题。

据《证券市场周刊》
短评：反正澄清、改

正后，股价还能涨回来。
被曝光只是多了一个波
段操作的机会而已。

栏目主持人：灰常

■ 一家之言

《报资快报》报道，3月8日晚，深发展发布了净利润首破百
亿的亮丽年报，因在利润分配中坚持一贯的“铁公鸡”作风而备
受质疑。深发展近23年进行现金分红派了21亿，却通过增发
和配股圈了近400亿。与分红背道而驰的是，深发展的员工薪
酬普遍上涨，平均员工年薪27.8万元，同比增长80.6%。

气价急涨，
石化巨头
在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