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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说明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
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
人士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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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编辑：李赛

【文字更正】
1.9 月 27 日 A04 版

（校对：徐骁 编 辑 ：
李 慧 翔），“ 微 言 大
义”第 2 栏第 3 段第 1
行中的“铁路部”应为

“铁道部”。
2.9 月 27 日 C04 版

《发生“危险关系”一
切皆有可能》（校对：李
铭 编辑：郑潇潇）一
文，第 2 段第 2 行中的

“琅珰入狱”应为“锒铛
入狱”。

3.9 月 27 日 C12 版
《赵葆秀 培育京剧新
人 重 在 启 发 引 导》
（记者：陈然）一文，文
中提到的“翟默”均应
为“翟墨”。

■ 社论

■ 观察家

外资迁移，不用担心“挖墙脚”
减缓现在的局部产业转移和未来规模性的转移，必须做好“调结构”这一战略转变。那么低端产业的迁出，将是迟早的事。

有些地方“财产公示制”何以昙花一现
官员财产公示制，只有运行在一个权力被约束、政府信息充分公开、舆论监督很强势的基础秩序下，才会成为反腐利器。

菲律宾工业贸易部表
示，菲正在与15家日本公司
联络，以最优惠条件邀请他
们把工厂从中国迁往菲律
宾，他表示此举并非趁中日
关系紧张“挖墙脚”。

不少网友对菲律宾此
举表示愤慨，其实大可不
必。产业迁移从本质上说
是资本的逐利性流动过程，
哪 里 钱 好 赚 就 会 奔 向 哪
里。我们不需要对“挖墙
脚”式的产业转移过度担
忧，但需要对势必到来的产
业大规模转移未雨绸缪。

若有人真的将此作为
国家间博弈的“牌”来打，不
仅可笑，而且显示出对市场
运作基本规则的生疏。

尽管，近年来随着中国
市场人力、环境、资源、知识
产权成本的升高，以及欧美
制造业的“回流”，在局部出
现了制造业外迁的情况，但
就整体来看，中国境内制造
业的集群优势仍然没有动
摇，相关产业链配套和分工
的成熟程度，仍然为其他经
济体难以匹敌，更何况，中
国的市场潜力是任何资本
都无法忽视的。

此外，东西部地区差异
也为在华外企在中国境内
以较小成本迁移提供了可
能。尽管在华外企已无法
享受中国开放初期的“超国
民待遇”，但是，多数外企仍
然不愿意选择向人力成本

更低的东南亚地区迁移。
当然，近期中国出现了

一些产业迁移的情况，虽然
多集中于低附加值产业，但
仍然需要厘清，低端产能的
转移，只是加工业的转移，
还是核心技术和研发同时
转移？是阶段性转移，还是
趋势性转移？

全球性的产业转移已
有三次。即美国转移到日
本，日本转移到四小龙，四
小龙转移到中国。在产业
转移过程中，后发经济体完
成了进口－进口替代－出
口－再进口的“雁阵式”发
展，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基本
遵循了这个模式。如今，中国
已是进出口大国，处在第三阶

段。若过去的东亚增长模式
继续生效，那么低端产业的规
模性迁出，将是迟早的事。

减缓现在的局部产业
转移和未来规模性的转移，
必须做好“调结构”这一战
略转变。决策面对此早有
认知和部署。

调结构，既意味着生产要
素对朝阳行业的倾斜和对低
含金量高消耗行业的抑制，也
意味着珍惜现在的制造业优
势，尽可能消除因人为弊端导
致产业的受迫式迁移，尽可能
让包括外资背景在内的产业
由东向西在境内迁移，以实
现链条式发展。同时，继续
优化以公平为核心的产业
环境，降低交易成本。

对于产业升级和产业
迁移的这场赛跑，不能老

“热身”。比如，金融市场的
不够开放，不仅令企业难以
聚集产业升级所需资本，甚
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不少中
小企业的生存造成影响。
如果金融工具由行政主要
操作转为市场主要操作，那
么中国企业应对外部风险
和内部宏观调控的能力将
大大增加。

唯有让制度红利释放
出来，才能具有核心优势，
才能居于更高层次的竞争
平台上，并对于产业的转移
淡定从容——无论是“挖墙
脚”式的转移，还是规律性
的转移。

近日，浙江金华磐安县
政府网站上公示了14名拟提
拔任用的官员个人信息，除
通常的出生年月、现任职务、
拟任职务外，还详细列出了
房子、车子、收入、投资收益等
财产情况及其获得途径。媒
体盛赞这种财产公示“是一
个大进步”。可令人沮丧的
是，有媒体通过回访发现，一
些地方官员财产公开试点都
是昙花一现人走政息。

比如，新疆阿勒泰、四
川高县、湖南浏阳、浙江慈
溪都曾在财产公示上进行
过尝试，并掀起很大的舆论
波澜，可这些地方的改革在
经历一时热闹后大多很快
陷入停滞，新疆阿勒泰从公

示变为“只有申报，没有公
示”；湖南浏阳纪委称“早就
不搞了，移交到组织部去
了”。干部财产公示缺乏制
度性压力，一届领导一个思
路，原先迈出的一步很快又
退回去。

这种语境下，很难对浙
江金华磐安县的干部财产公
示有太乐观的期待，没有整
体的推进，没有制度性压力，
很容易与其他先行者一样，
或昙花一现，或人走政息。

当下的干部财产公示，
面临着无法突破的两大困
境，一是自下而上，很难推
进。另一大困境是，当下各
地财产公示的改革都缺乏
制度性压力，做不做试点，

当不当先锋，改不改革，公
不公示，都由地方自由选择
——自己改自己，而自己可
以选择改或不改，结果必然
是集体性的观望。先行者，
看着没有人跟上，必然会退
后一步等等，看着先行的退
步了，其他地方更有理由找
各种借口拒绝改革了。

干部财产公示制陷入
停滞渐而不进，舆论和公众
却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
干部财产公示制确实是个
好东西，但我倒觉得，舆论
和公众也不必耿耿于怀于
此一制度的未落实，不必过
于迷信这一制度，甚至认为
只要实行这一制度了，腐败
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缺乏整体制度条件的
配套，单纯只有公示，而没
有证实或证伪机制，没有舆
论全方位、不受阻碍的监
督，没有纳税人实实在在地
盯着，没有人大对行政权力
到位的监督，公示是无力
的，徒具观赏效应，只能满
足公众那种“可以看到官员
所有财产”的幻觉。

没有谁会笨到将自己不
正当、不合法的收入公示出
来，置于阳光之下。干部财
产公示，会完全变成干部合
法财产公示——合法的财
产，有什么好监督的呢？典
型如当初高调的新疆阿勒
泰，公示出来的官员财产，个
人财产申报表只有很简单的

四栏内容，“接受现金、有价
证券、贵重礼品情况”一栏官
员全选择了填“无”。浙江金
华磐安县的财产公示相对详
细些，可同样，公众只能被动
地围观，而无法主动地实施
监督。从公示的情况看，没
有一个官员有问题，可现实
真如此吗？

财产公示制，只有运行
在一个权力被约束、政府信
息充分公开、舆论监督很强
势的基础秩序下，才会成为
反腐利器。公众不必将目
光盯着浮于表面的财产公
示，而应更关注基础秩序和
关键体制改革上，一点一滴
实质性地推进。

□曹林（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