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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轮经济改革确定突破口

下一轮经济改革，应以缩小居民收入

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为突破

口，推动以土地征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

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国退民进”这四

项重点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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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改革是半拉子工程

中国移动一家独大，宽带业务两家南

北垄断，“拖了信息化的后腿”。电力系统

和电信行业改革是半拉子工程。建议可以

按照两条线索，即问题导向和体制分类来

研讨和设计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
琏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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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大规模发展绿色建筑

绿色建筑可以节能、节地、节水、节

材，而节地、节水、节材也间接实现了节

能，大规模发展绿色建筑，不仅可以把建

筑节能总体目标限制在
!"

亿吨标准煤以

内，甚至可能会低于
#

亿吨标准煤。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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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巢老人比例持续上升

如果比照英美等发达国家空巢老年人

#"$

以上的比例现实，中国空巢老人的比例

还将持续上升。这种事实在给社会和家庭带

来压力的同时，也为快速发展长期照料和专

业护理的养老机构提出了迫切要求。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
任阎青春称，留守和空巢已经成为一个常
态。 （梁益琴辑）

浙江义乌的小商品深受海内外用户的欢迎。一位伊拉克客商

（左一）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采购。 新华社记者 谭 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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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经济能否触底回
升成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点。有观点认为，
在欧美经济复苏乏力和外需萎缩的背景
下，中国经济增长将受到外贸的拖累。有
关专家指出，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
中国经济已很难独善其身保持“风景这边
独好”。为此，中国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
情，用深化改革添活力，用调整结构挖潜
力，同时，要站在全球化高度，加强与世
界主要国家的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当
前世界的挑战。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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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世界经济展现的是一
幅灰色画面：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美国经
济复苏迟缓，还面临“财政悬崖”危机，新兴
经济体大多国家经济增速回落，西亚北非
政局动荡……在这幅画面中，中国也难以
显出亮色，一直受经济下行的困扰。

专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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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世界经济复苏动
力依然不足，外需不振状况依然存在，对
外贸易增速回落仍将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的重要因素之一。花旗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研究与投资分析主管邱思甥表示，外
贸非但不会给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正贡
献，还可能将带动整体经济增长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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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最明显的理由是欧洲仍然没有
摆脱经济衰退的阴影。

随着中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中国经
济与世界经济关联度越来越大，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已形成越来越紧密的相互
依存格局。“外贸不会向以前那样对经济
增长有强劲的拉动力”，中国国际经济交
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徐洪才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指出，去年，我国出口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是负增长，这显然是受欧美经济

低迷的负面影响。欧美经济存在结构性问
题，在短期内很难解决，所以我们不能再
指望外贸能像过去那样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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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增
长，估计今后外贸实现

'$

以下增长将成
为常态。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
密，相互影响越来越深。有关专家研究，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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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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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
速可能会下降

+

个百分点。
徐洪才表示：“现在世界经济是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一个国家关起门来搞建
设简直是天方夜谭！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

联程度，从进出口数字就能看出来。”据
中国海关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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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
值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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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
中国融进全球经济，获得了诸多发展

机遇，但同时也不断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
负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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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世界
经济衰退对中国有很大影响。过去一年，
欧美金融危机、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以
及贸易保护主义等，无一不冲击着中国的
出口和国内市场。

对于未来，专家预测，国际经济环境
复杂多变，全球经济仍处于深度结构调整
之中，中国保持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依然
严峻。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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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经济外部发展环境极具挑战，世界

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会进一步增加。特
别是目前作为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的欧洲和
美国经济，都处在一个困难的调整阶段。
欧元区无疑已经陷入衰退。美国目前的关
键是如何管控好“财政悬崖”的风险问
题。他指出，如果美国的“财政悬崖”问
题不能得到很好的管控，那么对美国经济
造成的直接冲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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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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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
能会拖累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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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率。

同舟共济应对挑战

面对国际形势的严峻挑战，朱光耀指
出，我们一定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坚持深化改革，坚持结构调整，处理好经
济的增长结构调整与控制通货膨胀的关
系，稳中求进。同时，不断推动中国经济
向更加开放，更加可持续性的方向前进。

徐洪才认为，我们要承认和接受当前
的现实，加大开放，通过开放倒逼内部体
制改革。要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加大改革
力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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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质量和效益，完
成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
的四化建设。

专家表示，在今后发展中，我们还要具
有全球化的视野。朱光耀说，我们要加强同
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政策协调，以同舟共
济的精神，应对当前世界特殊的挑战。

徐洪才建议，在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
中，我们要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在
国际舞台上，要有我们的声音和诉求，并勇
于承担责任。我们要与发达国家良性互动，
合理分工，发挥各自比
较优势，同时，还要加强
自贸区建设，与亚太国
家、发展中国家建立更
加紧密的联系。

与国际市场深度融合 受全球波动影响明显

中国经济还能“风景独好”吗？
本报记者 罗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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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以来，房地产市场提前度过寒冬，
回暖趋势明显。以万科、保利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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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重
点上市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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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销售额合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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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环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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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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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楼市成交量继续上升。根据中国指数研究
院发布的春节期间楼市交易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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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至
%

月
!+

日监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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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成交量，较去
年同期普遍上升，而在同比上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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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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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增幅超过一倍。
对于房价的持续上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

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对本报
记者分析原因时认为，首先是一线城市刚性需
求大，普通商品房供给量有限，土地供应也不
足；其次是一线城市频现地王，使得百姓对购
房价格预期发生了变化，购房者和房地产开发
商信息不对称，开发商会以地价不断攀升来误
导购房者预期，渲染房价会大幅上涨的市场氛
围。他指出，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供应相对比较
充足，这主要是因为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存
量大，价格维持相对平衡，即使上涨，涨幅也
不是很大。但一线城市存量较小，一旦价格上
涨就会推高居民对房价预期。

楼市推升通胀上升预期

在房价不断攀升的同时，
0*1

（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也持续走高，自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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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以来，
0*1

已连续三个月处于上升通道，这引发了市
场对于通胀将再度上行的担忧。

对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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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的主要因素，李雪松认
为，从国际上看，美国、欧盟、日本同时推出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推高大宗商品价格、
粮食价格，对我国形成输入性通胀压力。从国
内市场看，由于春节等节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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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0*1

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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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有所增长，春节后到
&

月份，主要
看猪肉价格对物价的影响，因为猪肉价格占
0*1

的权重很大。此外，一些地方今年要上调
天然气价格和水电价格，这些基础价格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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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形成影响。
在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看来，房价

的上涨对通胀的影响不容忽视。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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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半年土地价格环比有所回升，其中
居住与商业地价回升明显。地价回

升与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预期将

推动租房与自有住房价格上涨，建房
及装修材料价格也将止跌企稳。这三
类价格占

0*1

权重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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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价格上涨
对

0*1

的影响不容忽视。
“楼市成交量攀升必然也跟当前通胀预

期有一定联系。”同策咨询研究中心总监张
宏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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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将会持续影响楼市。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楼市开始持续反弹，目
前整个基本面已显现回暖迹象，房企优惠降
价促销基本消失，这意味着市场对于房地产
后市上涨预期坚挺。

过快上涨只会使调控加码

对于未来房价的走势，李雪松认为，房价
不会维持这样一直上涨的状态。他表示，之所以
现在有些地方楼市回暖，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实体
经济仍然较弱，有部分游资仍然流向楼市。在这
种情况下，还是应该鼓励把资金更多的投向实体
经济；另一方面，全国两会还没召开，对今后的政
策预计不明朗，这个时候很容易形成暴涨的局
面。但是中央不会任由房价上涨，会坚持房地
产调控政策，会合理引导消费预期，这样一来，
房价的回升势头也会得到遏制。
“我们可以容忍房地产价格适度、平稳地

上涨，因为房地产价格相对稳定对政府、企
业、居民都比较好。如果房价过快上涨，只能
招来更为严厉的调控。”李雪松说。

事实上，除了严守楼市调控政策外，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褚建芳认为，货
币政策也不宜过于宽松，应保持中性。
他表示，中国房价走势与国际不同，
货币、房价、物价形成联动。金融危
机后，美国房价迅速调整回落，但
中国由于“保增长”的政策刺激，
房价保持上涨，目前判断房价处
于高点。若在这种情况下继续
追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使
房价高企，从而通过比价
关系推高通胀，同时阻
滞人口流动和市民化
过程，不利于城镇
化建设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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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房地产

市场呈现量价齐升之势后，

各地楼市在春节期间又迎来了

“开门红”，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成交量

均呈上升趋势。房价的持续上涨，引发了

投资者对通胀预期的担忧，楼市会否成为今

年通胀的推手呢？专家表示，尽管年初是物价

上行阶段的开端，但今后的涨幅可能较温和，

呈缓慢上升态势。但是房价的持续上涨对通胀的

影响不容忽视，如果任其发展，将进一步加大市场

对通胀上行的预期，不利于物价保持平稳。

市 场

观 察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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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农民在广西南宁市西乡塘

区坛洛镇香蕉组培苗育苗基地起苗待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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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县坡衣村农民平整育

苗土地。

赵京武 杨宗友摄（新华社发）

近日，南方各地气温回升、雨

水增多，农民抓紧农时投入春耕

生产，处处呈现耕作繁忙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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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崇左市大新县那岭乡

那信村一名村民用“铁牛”犁

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