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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贵州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贵阳

举行。大赛吸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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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来自贵州省中、高等职业院

校的学生参加。

图为两名选手在汽车维修项目比赛中检查车辆底盘。

新华社记者 刘 续摄

中国技术贸易

年逆差约150亿美元
据新华社上海电（记者吴宇、有之炘）

记者从日前此间举行的首届中国（上海）国际
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上了解到，受经济发展水
平及科技创新能力制约，中国技术贸易多年
来处于逆差状态，加之三大技术性贸易壁垒
限制，中国技术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亟待提高。

据商务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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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技术进出
口金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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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其中技术引进合同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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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出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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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技术
贸易逆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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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商务部服务贸易和
贸易服务业司副巡视员李元承认，中国技
术贸易不仅存在较为明显的逆差，而且进
口与出口的“含金量”也有差异，技术出口
提升的空间很大。

中央财政

26亿元支持农技推广
本报北京电（记者李丽辉）

#$'%

年，
中央财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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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资金补助基层农技
推广工作。从今年开始，农业部、财政部
将在各地推荐的基础上，重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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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左右全国农技推广示范县，示范县补助经
费可在去年基础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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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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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助项目明确为两大目标：一是通过

项目实施，推进构建职能明确、机构完善、
队伍充实、保障有力、运转高效的基层农技
推广体系和队伍；二是围绕主导产业，通过
筛选推广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建立农业
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培训科技示范户，培训
农技人员等措施，提高技术的入户率和到
位率，促进当地农业主导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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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地发布“国五条”实施细则满
一个月，全国楼市量跌滞涨效果已经显现。
然而，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并不愿轻易就范，
为规避史上最严厉调控政策，将新楼盘由
精装摇身一变成了毛坯，玩起了表面降价
实际变相涨价的“数字游戏”。对此，专家
认为，调控政策的落实在短期内确实起到
了一定成效，但是一些开发商仍然想方设
法“玩猫腻”，钻政策的空子。因此，在外
敷调控这副“外用药”的同时，也应该内
打土地、财税改革等“长效针”，只有开出
外敷内用、相辅相成的综合处方，才是抑
制房价过快上涨的良药。

房价“假摔”忽悠政府和买家

在调控政策最为严厉的北京，一些房产
项目出现了购房签订两份合同，将毛坯和精
装拆分支付的“新招”。例如，新近开盘的房
山区某楼盘，相比于周围每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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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的
房价，该楼盘销控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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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的单价极具
吸引力。但是，如果购房者认为能捡到这样
的“便宜”那就想错了。因为这仅仅是毛坯房
的价格，购房者要买下此房，除了签一份毛
坯房合同外，还必须要再签一份每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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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元的精装修合同，两份合同算下来，和周围
房价也相差无几了，购房者无疑又被开发商
“忽悠”了一把。

开发商之所以在精装修上做文章，就
是希望通过“假降真涨”的猫腻来规避严
厉的“限涨令”，以便能顺利取得预售证。
但是，这种做法不仅造成了房价“假摔”
的假象，而且无形中加大了购房者的负担
和风险。业内人士指出，将精装修款从总
房款中剥离出来，使得精装修部分根本无
法贷款，增加了购房者的压力，而购房发
票无法体现多缴纳的精装修款，使得未来
房产二次转手时房价会被低估，购房者缴
纳的税费反而更多。

抑房价难度依然不小

尽管房价并未明显下跌，但是不少地
方楼市已经有了降温迹象。中国指数研究
院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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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周内重点监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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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中，六成
以上城市成交同比下跌，下跌城市数量从
之前一周的

)

个城市迅速扩充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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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对此，中原地产研究部总监张大伟分

析认为，
!

月份首周出现成交量高位回落，
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对于“国五条”调控政
策执行力度不一，主要的一线城市和部分
二线城市都在限制新房预售价格上从重从
严，导致了短期内预售项目明显减少。

不过，张大伟强调，本轮调控的难度
依然不小。尽管政府希望能限制新房供应
价格，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却是限制了供应，
房企资金较为宽裕使得房价依然坚挺，短
期内即使调控加码，房企全面选择降价的
可能性也不大。

对于房价未来走势，市场普遍认为并

不乐观。中国社科院近期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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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房地产蓝皮书》指出，房地产市场供需总
量和结构矛盾积累多年，今年调控难度进
一步增大。受宏观经济复苏影响，部分城
市房价可能出现较大幅度攀升。

既敷“外用药”也打“长效针”

面对房价仍然可能继续上涨的压力，房
地产市场似乎陷入了越调越涨的怪圈。对
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认
为，调控若不升级，房价可能将失控。但是调
控政策确实也存在问题：一是抑制需求，而
增加有效供应不足；二是过多使用了行政手
段，而对经济手段重视不够。宏观调控本身
很难掌握火候，市场冷时加柴，可一不小心
火势就会失控；市场热时浇水，弄不好又会
熄火。因此，应进一步完善住房制度，尽快形
成保障房和商品房的供应双轨制，建立起调
控市场的长效机制。

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陈杰也认为，一方面要严格执行限购、限
贷政策；另一方面要加快使已建成的保障
房投入供应，而相应的考核、问责等程序
也要及时跟进，发挥实效。

此外，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
长陈晟则认为，必须遏制楼市作为“投资
品属性”的不断膨胀。通过建立健康的资
本市场，丰富人们投资渠道，从而为楼市
合理“减压”。

专家普遍认为，要解决当前房价居高不
下的困局，不能一味地“限价”“限购”，而应
该在加快“土地财政”改革、实施房产税、拓
宽百姓投资渠道等多
方面采取措施，从而建
立起房地产稳定发展
的长效机制，通过调控
和市场两只手协调配
合才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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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签订两份合同 毛坯精装拆分支付

控房价需防“数字游戏”
本报记者 周小苑

全球货币普遍唱“宽”，中国货币坚
持稳健，外部过度流动性不断涌向国内套
取利差，推动人民币持续升值。同时，经
济下行压力未减，经济增长不确定因素增
强，市场上开始发出降息的呼声。对此，
有关专家指出，对中国而言，降息等宽松
货币政策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也不利于
稳定物价。在调结构方面，财政政策比货
币政策更有力。今年货币供应不会大开闸
门。央行日前发布的报告也明确指出，下
一阶段仍将维持货币环境的稳定。

全球“击鼓传花”竞宽松

为刺激经济增长，世界各国货币政策
纷纷玩宽松。继澳大利亚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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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降息后，
0

日韩国央行、波兰央行相继宣布下调基
准利率。美国不断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直至最近才有退出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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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欧洲央行
决定将欧元区主导利率调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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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点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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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新低。欧洲央行称，扩张性货币
政策是正确选择，欧洲央行仍可以采取进
一步行动。日本计划在两年内，通过大规模
购买日本国债的方式把注入经济的货币总
量增加一倍，所购买国债的剩余期限也由
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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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扩展至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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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除发达经济体外，新兴经济体也竞相

降息。
!

月
%

日，印度储备银行
%

日宣布
回购利率下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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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点；泰国政府也
正施压央行降息，以降低外资大举流入推
高泰铢汇率的风险。
“其他国家大幅度推行量化宽松政策，

一方面是金融危机后
这些国家经济复苏不

理想，需要

花大量时间下大规模才能复苏。另一方
面，这些国家的财政负担重，财政政策已
用到极限，只好用大规模的宽松货币政策
来支撑”。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孙华
妤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中国货币政策面临高压

中国央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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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中国货
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强调，当前物价对需求
扩张仍比较敏感，在物价总水平回落的同
时，要前瞻性引导、稳定好通胀预期。据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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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123

同比涨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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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月小幅反弹
$-%

个百分点。
外有热钱涌入压力，内有通胀预期隐

忧，中国货币政策是松不得，紧不得。“松”利
于稳增长，防热钱，但不利于控通胀，稳房
价，促结构调整。“紧”则产生相反的效应。

中国货币政策承受着怎样的压力？国
泰君安证券固定收益业务资管管理人周文

渊分析说，今年以来，国内货币政策主要受
到了

%

个方面价格因素制约。一是房地产价
格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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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的同比涨幅超过了
#+,

，货
币再宽松，实在不利于地产市场的稳定；二
是今年物价水平持续在

%,

以下，对央行来
说空间是有的，但中期来看，明年的物价会
是一个比较令人担忧的问题，再次加码宽
松只会导致明年更被动；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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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
产者物价指数

6

的通缩。理论上讲，生产资
料通缩理应采取降息来刺激需求，但近一
年时间的

223

通缩充分反映了产能过剩的
严重性，供给和需求的错配已经不是通过
刺激需求的政策就可以解决，相反需要政
策的稳定以倒逼落后产能的淘汰。

两难中将维持适度稳健

在两难中，中国选择了继续坚持稳健
的货币政策。央行在《报告》中表示，引
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

长，维持货币环境的稳定。
“不能松，不能紧，货币政策适度稳健

是正确的”，孙华妤解释说，首先，中国在受
到金融危机冲击后马上采取措施应对，经
济复苏状况比其他国家好，所以不需要像
那些国家一样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其次，中
国财政虽然有赤字，但没危险，相比发达国
家，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而且当
前中国经济的重点是调结构，在这方面，财
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力。

孙华妤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有所
下降，但目前失业率没有明显上升，关键
是看就业，而不是增速。在结构调整时
期，经济增速不可能太快，所以不急需放
宽货币政策。同时，她指出，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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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景气，对此应该关注，但不应该紧张，如
果持续不景气，再根据具体情况做调整。

对于市场上降息的猜测，很多专家认
为可能性不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
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范言慧对本报记者
说，降息有可能引发通胀，刺激房价。利
率保持原来水平的可能性更大。

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
所长庄太量表示，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
样，并没有实行利率市场化，对利率的敏
感度不够高，所以用利率手段调控宏观经
济的作用不大，没有必要随其他新兴市场
国家下调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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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需构建新优势

人民币持续升值，原材料和劳动力

成本上升等，使“中国制造”的价格优

势有所削弱，这提醒我们，构建新的竞

争优势还需付出艰苦努力，特别是在技

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方面仍需大力提升，

在品牌和服务方面需要持之以恒。

———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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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贸易有望好于去年

中欧贸易今年肯定比较困难，年内

贸易额保持正增长已属不易。鉴于欧盟

一系列刺激经济举措有望生效，而其扩

大对华贸易的意愿也较为强烈，今年双

边的贸易表现有望好于去年。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研究
中心共同主任何伟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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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中小套型土地供应

刚性需求的持续强劲，凸显了当前

楼市供需失衡的矛盾。短期内房价的上

涨有可能因限价令得到平抑，但从长期

来看，应尽快增加中小套型土地的供应

与上市，才能缓解供需压力。

———亚豪机构副总经理高姗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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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降息的可能性不大

未来降息与否，主要看经济增速下

行的力度。如果经济增速跌破
/7

的话，

有可能降息；如果不破
/,

，货币政策

不会有实质性措施出台。目前来看，降

息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研究室主
任刘煜辉认为。

（张震铄 钟奕然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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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插秧农民的
8/$**

次列车

由黑龙江绥化发车，驶向黑龙江产粮腹地———三江平原。

图为哈尔滨市呼兰区康金井镇农民陈桂香在展示她的

“插秧专列”车票。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插秧
专列开向三江平原

贵州
举办职校技能大赛

小 年 画

大 生 意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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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特大地震

中，作为中国四大年画之一的

绵竹年画受到沉重打击。震后
!

年来，当地政府大力培育和发

展年画产业。目前，当地从事

年画产业的专业艺人有
*!$

多

名，年画家庭作坊创作者有
.$$

多名，出自年画村的年画系列

产品多达上百个，产品远销
!$

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收入

超过
($$$

万元。

年画艺人正在创作 刘忠俊摄

! 当地家家户户房屋的白色外立面

上都有绵竹年画

新华社记者 王 申摄

各国接力玩宽松 中国稳控流动性

今年货币供应不会闸门大开
本报记者 罗 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