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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改革可助国企遏止利润下滑

国企利润的持续下滑，
已表明我国国企当下亟须
进行再改革——据财政部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 5 个
月，国企（含国有控股企业）
营业总收入、应交税费增幅
放缓，实现利润均呈下降态
势，其中国企累计实现利润
总额为 8301.3 亿元，同比下
降 10.4%，5 月比 4 月环比下
降11.8%。

实际上，自 2008 年美国
次贷危机爆发之后，除 2008
年-2009 年大规模经济刺激
造成 2010 年国企利润大幅

递增外，我国国企利润增幅
呈整体持续下滑态势。以近
3年来（前5个月）为例，2010
年前5个月国企利润同比增
长为 65.8%，但是，2011 年前
5 个月国企利润同比增长仅
为21.9%，而今年前5个月国
企 利 润 的 同 比 增 幅 则 跌
至-10.4%。这充分表明我国
国企已陷入增长的沼泽地，
亦因此表明我国国企当下有
加速再改革的必要。

回顾近 20 年来，我国国
企效率明显下滑的浮现，几
乎每次均由全球（或区域）

经济危机直接引发，并最终
导 致 新 一 轮 国 企 改 革 浪
潮。这是因为，在全球（或
区域）经济危机尚未显现
时，受我国整体经济增长的
拉动，挟诸多政策优势的国
企，其表面效率尚能维持；
而在全球（或区域）经济危
机爆发的早期，因大规模经
济刺激的惯性使然，国企利
润可能会在急速下滑之后
短期急速拉升。但是，面对
经济危机的持续以及经济
刺激之后的结构性纠偏，其
最终均必然会造成国企利

润的持续下滑，从而导致新
一轮国企改革的到来。

以上世纪 90 年代末陆
续启动的国企改革为例，其
亦由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
机直接引发，在最初两年的
大规模经济刺激之后，面对
未能根本改观的经济形势，
民企因此“被鼓励”参与到国
企改制之中，并最终迎来以
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的
国企治理新格局。

全球（或区域）经济危
机使国企效益无法表面维
持，之于当下亦是如此。在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之后，2009 年前 5 个月我国
国 企 利 润 同 比 下 降 高 达
30.3%，而在大规模的经济
刺激之下，国企利润增长虽
然在 2010 年（前 5 个月）急
速拉升至 65.8%，但是，在其
后欧债危机的持续爆发以
及我国大规模刺激后的结
构性纠偏之下，我国国企利
润增速随即进入连续3年的
大幅下滑通道。

之于当下而言，无论是
国企利润持续下滑的自身
需求，还是近年来“国进民

退”对我国整体经济运行效
率的持续弱化，均表明真实
层面的国企再改革应全面
加速启动——在加强国企
功能监管的基础上，应尽快
扭转政策之于国企和其他
经济体之间的失衡，对竞争
性国企不仅应进行公司治
理层面的改革，而且应逐步
形成有序的退出机制，对公
益性国企在所谓战略性保
护之外，亦须让与市场直接
衔接的产业环节引入充分
竞争机制。

□杨国英（财经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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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近20年来，我国国企效率明显下滑的浮现，几乎每次均由全球（或区域）经济危机直接引
发，并最终导致新一轮国企改革浪潮。

■ 宏观大势

《经济观察报》报道，按照相关
规定，重污染行业申请首发上市的
企业、再融资并将募集资金投资于
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需先由第
三方机构出具环境评估报告。

一家筹备上市的公司负责人
称，“所谓的环境评估机构一般是
由环保局直接指定，一本几十页
纸的环境评估报告动辄上百万
元，最终还不是流向了这些以监
管为名的个人口袋”。一位资深
投行人士也表示，环保评估这个
灰色产业链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各方心里都明白，多数情况下环
评就是走过场。

■ 一家之言

■ 财经漫谭 分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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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有其屋，
老有所养”别是梦

在《寻路中国》这本书里，
作者彼得·海勒斯说了一句实
话：在中国的城市里，每个人
最值钱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住
房。或许还可以加上一句，
每个人最大的日常花销基本
上也是住房——有房的要还
房贷，没房的要出租金。

近期据说房地产市场又
有了起色：5 月份 40 个大中
城市中，八成住宅成交量环
比上涨；又有关于“最牛实
习生”的报道，说某大学女
生在某楼盘实习售楼，一
天提成就高达 10 万；又有
官员宣称：“房地产仍将是
中 国 经 济 未 来 20 年 的 发
动机！”

在遭遇各项经济指标接
连下滑后，为了“稳增长”，
经济从踩刹车重新转向踩油
门，房地产又被拎出来说事
儿。尽管中央已多次表态

“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
但一些地方政府已按捺不住
救市冲动——贷款利率优
惠、首付比例降低等“微调
手段”层出不穷，甚至有些
地方传出限购放松的消息。

房地产调控究竟放不
放松？我们并不担心会放松
口风，却担心一些地方政府会
暗渡陈仓，让房地产调控的努
力功亏一篑。房价至今并未
回落到合理的价位上，至少对
绝大部分居民来说，目前的房
价远未到可承受的地步。但
经济步伐一放缓，一些官员、
学者就抛出房产拉动经济论
（如“发动机”），又或者拿住
房“刚需”说事儿。

但事实上，许多人之所
以急煎煎倾其所有来买一套
房子，更多是出于恐慌心
理，这些购房者一次又一次
相信了政策的承诺，在那些
政策一再强调要力控房价加
大供给，然而购房者们等到
最后，却发现房价早已挟裹
着自己“居者有其屋”的梦
想绝尘而去。

如果借市场“微调”之名

让房价再度反弹，只会让更
多“刚需”望楼兴叹。或许放
松调控能救一时之急，但却
将后患无穷——动摇政府的
信誉、民众的信心；经济被房
地产所绑架的现实再难扭
转，转型步伐更加艰难。

居有其屋，老有所养，这
是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梦
想。房子的梦想一再磕磕绊
绊，养老的前途也令人忧心
忡忡。延迟退休上周继续成
为热门话题。政府相关部门
建议延迟退休的主要理由如
下：民众寿命延长，人口老
龄化，养老金缺口巨大。同
时人保部的说法也十分微妙
——“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
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
建议”，也就是延迟退休并
非一刀切，而是弹性的，尊
重符合条件的人“自愿”延
迟领取养老金。

如果能够实现自愿退
休、弹性领取养老金，自然
是理想的状态——有的人有
能力有精力愿意活到老干到
老；有的人希望早些拿到退
休金、自行安排老年生活。
这一美好初衷能否实现，我
们却不得不打一个大大的问
号。因为我们已经不乏这样
的先例：不少出发点良好的
政策，由于前期缺乏透明、充
分地调研和讨论，在执行中
往往走样。就如最初取消五
一黄金周，提出此类建议的
专家本意是缓解景区压力，
通过带薪年假、“分散休假”
让国人能享受更有品质的假
期。但结果如何？取消黄
金周后，很多人发现带薪假
期只是一个传说，而春节、
国 庆 交 通 压 力 则 更 甚 以
往。在目前养老金账户尚
不透明的情况下，已被定义
为“大势所趋”的延迟退休
也让人不得不担心：弹性领
取养老金会不会毫无弹性可
言，自愿延迟退休会不会成
为“被自愿”？
□抒睿（北京 财经评论人）

面对碳税争议，仅说“No”还不够

近日，欧盟方面高级官
员威胁，如果中国航空企业
不在6月中旬前提交用于测
算碳税征收额的 2011 年碳
排放数据，欧盟将采取惩罚
措施。而中国航空运输协
会秘书长魏振中表示：国内
航空企业将继续按政府规
定，不向欧盟提交相关数
据，也不会以此提高机票
价格。

尽管有观察人士认为，
经过近一年的博弈，欧盟单
方面征收碳税的动议已经
使得中欧双边贸易战处于
一触即发的境地。但若结
合政治、经济多方面因素综
合分析，中欧双方走向摊牌
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

其一，就宏观经济形势
而言，欧盟目前无法承受国
际贸易战。过去近一年的
时间里，欧债危机不仅在程

度上不断加深，波及面也显
著扩大。在此局面下，欧盟
为了尚未可知的碳税收益，
而不惜牺牲经济复苏的前
景，与中印等这样的重要贸
易伙伴以及可能的贷款供
给方进行两败俱伤的贸易
对抗，实在难以想象。

其二，一旦中欧走向贸
易战，即便仅限于航空领
域，也必将导致欧盟物流运
输、飞机制造等行业大量就
业岗位的减少，这也是欧盟
各国政府无法承受的。

其三，在关于碳税的原
则性问题上，双方已基本不
存对立，只是对于碳税的征
收时间、征收方式等操作环
节存在分歧，这也预示着双
方最终达成妥协的概率已
非常之大。从中欧双方历
次表态的微妙差异来看，虽
然双方语气始终保持强硬，

但 核 心 诉 求 均 有 所 软 化
——欧盟方面就由单方面
征收碳税转而有条件支持
由国际民航组织代为制定
碳税征收方案，而中国方面
亦从拒绝缴纳碳税转为可
考虑在 2020 年后允许航空
企业向欧盟缴纳碳税。

其实，目前欧盟碳税争
议的实质，是对后《京都议
定书》时代国际碳排放交易
市场主导权的争夺。由于

《京都议定书》即将于年底
到期，各国又无法就此后的
碳减排制度安排达成新协
议，国际性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也将失去存在的法律基
础。

因此欧盟正是希望以
率先开征碳税的做法，强制
全球航空企业接受欧盟关
于碳排放权的交易规则，并
参与到欧盟设立的碳排放

权市场中，进而继续确保欧
盟在国际碳排放市场的主
导权。

鉴于此，作为当前国际
碳排放市场的主要项目供
应国，中国在碳税问题上，
除了继续保持对欧盟单边
主义做法的不合作态度之
外，也应未雨绸缪，加快推
出自主的碳排放权交易规
则和交易市场，减少对基于

《京都议定书》设立的现存
国际碳排放市场的依赖。
也惟有如此，在此后的博弈
中，中国才能夺回主动权和
道义优势，而不是随欧盟的
议程“起舞”，并跻身“新游
戏规则”的制定者，最大限
度地维护国内航空企业及
普通旅客的经济利益，并为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事业做
出应有贡献。

□华化成（北京 媒体人）

中国在碳税问题上，除了继续保持对欧盟单边主义做法的不合作态度之外，也应未雨绸缪，
加快推出自主的碳排放权交易规则和交易市场。

环评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