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位民营企业家
人大代表在江苏代表团的讨
论中称，“央企是国家亲儿
子，我们是野儿子”，历陈当
下民营企业所遭遇到的诸多
不公正待遇。

虽然“野儿子”说法带有
情绪化色彩，但也从侧面说明
民企发展，确实到了极度艰难
时期，其中最显著的是融资渠
道狭窄和准入门槛过高。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以
中小企业为代表，正在普遍

遭遇融资困境，不少企业被
高利贷市场所绑架，而他们
无法像央企、国企那样，轻易
地得到银行系统的支持。纵
使能够获得一定融资支持，
民营企业所需支付的融资成
本，也要远远高于央企和国
企。由此，民企选择的只能
是高利贷和地下钱庄。这就
使得很多企业资金链只要稍
微出现紧张，就很容易出现
系统性的危机。

2005 年和 2010 年，国务

院相继出台了加快民营资本
发展的新旧36条，但是至今
执行力度不够，国有资本仍
然在狂飙突进，民间资本出
路越来越狭窄。

民企之所以长期竞争
力薄弱，未能出现较多能够
与第二大经济体相匹配的
大公司，其关键还是在于大
量的产业和市场都掌握在
国有资本手中，稍微利润高
一点的行业，民企都没法获
得市场准入。新 36 条尽管
提出了允许民营企业进入
金融、电信、基础设施等领
域，但至今未看到更为细化
的实施细则和现实案例。

基于此，“野儿子”的说
法有其合理成分。而要消弭
这种情绪，就必须设法给予

民企和央企近乎平等的社会
经济地位。

早在 13 年前，非公有制
经济是中国市场经济“重要
组成部分”就已经写进了宪
法，中国企业家理应平起平
坐，而不应该有过于明显的
亲疏之分。拘泥于体制纠
缠、身份界限，不平等地对待
民企，不仅无益于形成良性
的竞争体系，激活社会资本
潜力，而且严重阻碍实体经
济的振兴，反而会让民间资
本不得已以热钱形式存在，
做大资产泡沫。

改革开放以来，民企为
中国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目前对GDP的贡献率已
经超过了六成，申请了大量
的发明专利，更是解决就业

的主力军。没有民企的繁
荣，失业问题只怕会更加严
重。当此之际，切不可继续
挫伤民企积极性。

从经济转型大计而言，
没有民营企业带来的实业繁
荣，进而实现藏富于民，就不
可能真正启动内需。告别依
赖信贷和泡沫支撑的恶性增
长路径，就从给予民营企业
相对公平的地位开始。

现实选择应是，加大金
融改革力度，化解融资难题，
更要处理好国有资本和民间
资金的“进退”问题；有利润
的行业，大部分都必须让民
资能有公平的机会进入。唯
有如此，“野儿子”情绪才能
真正平息。

□倪金节（财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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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观察

唯有公平机会能消除民企“自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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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企亏损暴露电力体制之弊

有民企称“央企是国家亲儿子，我们是野儿子”，这
种说法带有“自卑”的情绪化色彩，但也源于民企时常遭
遇不公正待遇。而要消弭这种情绪，就必须设法给予
民企和央企近乎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

电企一边叫唤巨亏，一边却是令人艳羡的高薪高福利；一边是电荒，一边却又出现部分民营发
电厂生产的电力无法上网的现象，这本身足以暴露电力体制的垄断之弊。

■ 聚焦民营经济

■ 财经漫谭

“3·15”，是 国 际 消 费
者权益日，这是一个特殊
的日子，也成了一个特殊
的“符号”。这一天，假冒
伪劣商品“在劫难逃”，消
费者权益扬眉吐气。当消
费者权益成“符号”之时，

“3·15”这天更多地变成了
集中打假、集中销毁和成
果集中展示日。

符号，这个“可以有”，
但 符 号 ，不 能 浓 缩 于 一

“点”。“3·15”消费者权益日
的象征意义应该高于其现
实意义。“3·15”作为消费者
权益日绝不应该是“数字游
戏”，也不是“符号代言”。

曾有律师集体上书中
消协，建议取消“3·15”消费
者权益日，将“3·15”改成

“365”，让天天都是维权日。
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

尚不够健全、维权渠道尚不
明晰的的情况下，消费者的
维权路上布满荆棘。这一
点，从每年“3·15”期间消费
者赶集式的投诉情况就能
看出，而即使在“3·15”时
期，维权通道也常常不能保
证始终及时、有效。那平时
的投诉情况和解决情况更
是可想而知了。如果说消
费者平时“投诉无门”，那或
许是冤枉了职能部门，但
是，职能部门是否做到了接
到投诉“马上就办”？这点
大家心知肚明。

如今成了消费者盛大
节日的“3·15”，更应该是消
费者权益的“提醒日”。一
方面在“提醒”职能部门要
加强市场监管，改革与优化
监管机制，进一步畅通消费
者的维权路；另一方面也在

“提醒”广大消费者要主动
维权、积极维权，捍卫自己
神圣的权利。如此，方能够

“倒逼”市场监管机制的改
革与创新。
□冬雪草（安徽 媒体人士）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近
日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电
价水平偏低，建议电价逐年
增长治亏损，到 2015 年，平
均销售电价应年均增长5%。

为自身利益代言，其实
无可厚非，中电联报告为涨
电价鼓与呼，未尝不是人家
的权利和本能。而且中电
联涨电价的诉求是基于石
油、天然气、煤炭和电力价
格的比价而得出的结论，也
并非信口开河。事实上，合
理的电价，不仅能吸引投
资，保障电力供应，还能提
高电力资源的使用效率。

不过，电价是否合理，
显然不能仅仅通过绝对价
格的横向比较，或是以电价
涨幅的高低来说事儿。具
体到国内民用电价与国外
的比较，中国每千瓦时电价

0.075 美元，尽管在绝对值
上的确低于美国的 0.116 美
元，更低于法国的 0.157 美
元，但这样的比较显然忽略
了电价背后的成本与居民
收入因素，而一旦将这些因
素纳入，按消费 1000度电的
费用占全国月平均工资来
算，世界发达国家为 6.79%，
而中国这一数字是 30.68%，
也就是说，以平均工资衡
量，目前中国的电价是发达
国家的 4.52 倍。当然，在电
力成本中，人力成本只是其
中一部分，而随着资源定价
的全球化，除人力之外的其
他成本也的确会与国际接
轨，仅以人力成本来对比电
价，自然有不尽合理之处。
但是，无论如何，对电价高
低的评判能否脱离居民收
入来说事儿，答案显然是否

定的。
其实在判断电价高低

之前，应先研究电价形成机
制合理与否，因为这才是电
力行业能否健康发展，包括
用户在内的各方利益能否
得到均衡，同样也是电价是
否合理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为了均衡用户、
发电、配电各环节之间的利
益，电价的形成机制的确有
其特殊性与复杂性。但是，
这并不影响在电价形成机
制的常识层面达成共识。
例如，竞争环节的电价，当
由市场决定；垄断环节的电
价，由监管机构或政府核定
并受监管。

我国电力市场即便是
发电企业被分拆之后，仍然
垄断大于竞争，由于少数发
电集团控制了大部分的电

力生产，供电集团更是呈割
据之势，即便少数企业之间
存有竞争，但却更容易形成
合谋与价格控制，从而占据
垄断利润，进而形成垄断电
价。而与此同时，垄断电价
背后的竞争缺乏，又进一步
加剧了发电供电环节的不
合理成本，扭曲的成本反过
来又再次胁迫电价的上涨，
如此恶性循环，恰恰也是电
力供给垄断格局下，电价形
成机制所必须竭力规避的
陷阱。

现实中，一边是叫唤巨
亏，一边却是令人艳羡的高
薪高福利；一边是电荒，一
边却又出现部分民营发电
厂生产的电力无法上网的
现象，其实足以暴露电力体
制的垄断之弊。

□吴江（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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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协会
专职副会长杨再平 13 日
表示，“银行暴利说”不成
立。他认为，由于行业属
性存在差异,不能简单地
对比银行和烟草、石油等
行业的资本利润率。由
于欧美银行尚未摆脱严
重危机，也不应将我国银
行的利润与国外银行作
横向对比。

据《中国证券报》
短评：不能横向和外

国对比，不能纵向和其他行
业对比，请问应该怎么比？

●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12 日，沪深两市有 343
家公司(剔除银行)合计产
生利息支出费用 197.37
亿元，同比增长 44.67%，
而 其 净 利 润 增 速 仅
27.09%，利息支出增速是
净利增速的 1.64 倍。去
年以来，上市公司融资举
步维艰，对资金强烈渴求
的公司只好向银行寻求
援助。不过央行的多次
加息，使得上市公司贷款
利息支出增加，也侵蚀了
公司利润。

据《中国证券报》
短评：上市公司在为

银行打工。

●深发展 2011 年年
报显示，去年，该行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02.8 亿元，较上年增长
65%。而深发展员工薪酬
最 引 人 关 注 ：2011 年 全
年，该行支付员工薪酬
51.6 亿 元 ，平 均 年 薪 约
27.8 万元。24 名高管平
均年薪为 174 万元，行长
理查德年薪达869万元。

据《第一财经日报》
短评：领导们都说了，

“银行暴利说”不成立。

●地产龙头万科公
布了 2011 年年报，公司董
事局主席王石的年薪创A
股房企高管的新高，其从
公司领取的税后报酬总
额为 857 万元，算上缴纳
的 647 万元个人所得税，
合计金额达 1504 万元。
而在高管整体年薪上，身
为行业老大的万科也以
11137 万元的薪酬稳居 A
股房企之首。

据《证券日报》
短评：银行高管面对

地产龙头万科高管，收入
确实不高。

●数据显示，在 3 月
份上市的新股中，参与
网下配售的 15 只基金，
目 前 浮 盈 超 过 了 1.2 亿
元。一位近期参与打新
的债券基金经理表示，2
月中旬以来新股首发市
盈率已大幅降低，赚钱
效应显现，不参与会觉
得“吃亏”。

据《中国证券报》
短评：郭树清说过，

“打新”是最让人不可思
议的股市顽症……

栏目主持人：吴小的

■ 一家之言

据《北京晨报》报道，北京大葱涨价，10
余元仅能买两根。“一斤六块，这哪是卖葱
啊？”家住昌平的市民廖女士抱怨道。前一
天，廖女士在市场上花11块多钱买了两棵
葱，当时还以为自己买亏了，随后才发现市
场上的葱已经涨到了六块，而超市里更是
卖到了七块多。而据记者了解，北京各大
蔬菜批发市场的大葱批发价格也达到了每
斤四元以上，而去年同期，每斤大葱才卖几
分钱。

“3·15”不应
只是符号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