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月 "# 日，第九届中国新

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在

喀什市开幕。本届喀交会为期

$ 天，共有 %&'' 多个室内外展

位。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

塔吉克斯坦等 #国客商和上海、

广东、山东、深圳等省区市客

商以及国外政府企业代表团

!''余人参展参会。

!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的客商在布置展位。

"维吾尔族青年在交易会

开幕式上表演舞蹈。

新华社记者 沈 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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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完善铁路通关口岸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周小苑）

为寻求纺织产业更大发展空间，构建新竞争
优势，中国纺织产业“走出去”战略交流大
会今天在北京举行。

会议指出，当前我们国家纺织业成本要
比东南亚国家高出 %(& 倍，棉花的成本要
高 &')以上，加上东南亚国家在发达国家享
有关税优惠，即便充分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和
生产效率的优势，中低档产品国际竞争力也
明显的下降了，所以中国纺织业走出去成为
一个必然趋势。

对此，与会专家还提出一些建议，中国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就提出国家金融部
门应对纺织业走出去给予金融支持；台湾的
纺拓会黄伟基秘书长也建议，要以群体的方
式来进行海外产业布局。

中国纺织业交流大会举行
本报北京电（记者罗兰）来自上海海关

的消息，日前，上海车站海关揭牌仪式隆重
举行，至此，上海地区“海陆空邮”立体式
口岸大格局进一步完善。

上海车站海关关长王坚亮介绍说，此
次车站海关设立后，将全面承担起上海站
铁路正式口岸“沪港专列”旅检通关、铁
路杨浦站国际联运货运监管以及上海普
陀、闸北两区的海关管理职责，也将大幅
加强上海关区铁路客货运等陆路运输监
管，提升海关服务层级。据了解，车站海
关前身是 %*#% 年设立的上海海关驻车站办
事处，曾将上海 # 个火车站点纳入统一监
管，上世纪 *' 年代初第二亚欧大陆桥贯通
后，办事处负责上海口岸开展的国际铁路
多式联运的通关监管工作。

与前些年相比，中国动辄两位数以
上的财政收入增长已成为历史。财政部
部长楼继伟日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
"'%"年中央决算报告时说，"'%"年，中
央公共财政收入 +!%,+-"&亿元，比 "'%%

年增长 *-.)。另据统计，今年 %(+ 月
份，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增速也停留在
“一位数”。

财政收入减少，人们担心民生投入
是否也会缩水。事实上，去年中央财政
对民生的投入没有减少，反是呈“两位
数”增加。专家指出，财政支出不断向
民生倾斜，反映出我国政府正在从“增
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经济增长趋缓影响收入

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公共
财政收入 &/'&. 亿元，增长 !-*)，比去
年同期回落 ,-# 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增
速低于同期 ,-,)的 012增速。!月份财
政收入同比增长 !-%"，低于一季度增
速。+月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

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的原因，
财政部解释说，主要是受经济增长趋缓，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223）下降，实施
结构性减税，一般贸易进口增幅低以及
去年同期清缴入库 /'%% 年末部分收入、
基数较高等因素的影响。
“对财政收入增速出现下滑现象，需

要引起警惕，但没必要慌张，应坦然面
对”，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
培勇指出，我国持续多年的财政收入高
速甚至超高速增长现象，始于 %**. 年，
是分税制改革的产物，具有相当的改革
红利性质。只要是改革红利，其释放的

效应到达一定程度后，必然要步入递减
状态。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认为，财政收入减少，特别是中央财政
收入出现同比下降，既有经济增长趋于
平缓的影响，也包含政府主动让利、为
企业减负的考虑。

民生建设依旧是重头戏

财政收入增幅虽然下降，但国家对
民生的支出反而一直在增加。
“在没有扩大中央财政支出规模的情

况下，调整支出结构，重点增加了保障
性安居工程、农业水利、节能环保等民
生领域的投入。” 楼继伟在报告中称。

全国公共财政支出中，民生也是重
点。据统计，今年 %#+ 月累计，教育支
出同比增长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同比增长 %!-.)；医疗卫生支出同比增长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
%*)；住房保障支出同比增长 #-!)；农
林水事务支出同比增长 %$-%)；城乡社区
事务支出同比增长 %#)；节能环保支出
同比增长 /.-*)。

民生投入增加，反映出政府理念的
转变。“财政支出不断向民生倾斜，充
分反映了‘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
富裕’的社会主义理念”，清华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认为，从片面追求
增长到重视协调发展，其背后是从“国
富”到“民强”理念的转变，同时也体
现出我国正在实现由“增长型政府”向
“公共服务型政府”、“民生型政府”的
转变。
“过紧日子，只能紧政府不能紧民

生。现在，我们在民生方面还有很多支

出，需要进一步加大支出力度。”贾康指
出。

政府“过紧日子”是长期战略

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如何保
障民生支出？正如专家所言，“只能紧
政府。”

事实上，去年中央单位财政支出已
开始收紧。据楼继伟介绍，汇总 /'%/年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等用当年财政拨款开
支的因公出国 4境5 经费、车辆购置及运
行费、公务接待费支出，合计 ,.-/+ 亿
元，比预算数减少 +-+*亿元。

高培勇认为，政府“过紧日子”决
不能停留于喊口号，更不能止步于短期
操作，而须将其作为一种长期战略，融
入于财政和经济的运行过程。
“必须下决心制止地方政府过度依懒

土地财政，将卖地收支纳入到财政预算
监督之内。同时，要从思想、意识上使
得各级官员树立过苦日子、紧日子的习
惯和准备，使其彻底断了豪华享受、奢
侈浪费的念头。”经济学家余丰慧指出。

楼继伟表示，下一步财政部将牢固
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支出管
理。按照中央厉行节约的要求，坚持勤
俭办一切事业，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强化中央
“三公经费”预算执行管理。落实
国务院提出的“本届政府任期
内，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
不得新建”的要求，严格
控制修建装修办
公楼等楼堂
馆所。

!月 /#日，/'%&中国海外学子创业周在

辽宁大连世界博览广场开幕。+#个海外留学

人员团体、千余名学子携带 +!+个项目参会。

图为参观者在展厅参观。

王锡增摄（新华社发）

!月/#日%,时&+分，新6%%/.7%次由哈尔

滨开行，,月%日新6%%//7&次也将由海口开

行，中国最北省会城市哈尔滨与最南省会城

市海口正式开行直通列车。图为6%%/.次列

车驶出站台。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最北最南省会直通列车开行 海外学子创业周在大连开幕

连续呈现弱势增长 倒逼政府增收节支

财政收入降速如何保民生投入
本报记者 罗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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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荒”不是钱少而是没有用好

!月以来，“钱荒”已经成为当前中
国经济中最热门的关键词。尤其是在 /'

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89:;<=）
再次全线暴涨，创下惊人的 %&-..>的历
史新高，这使得原本最不缺钱的银行居
然出现了借不到钱的情况，一时间“钱
荒”开始在金融市场蔓延。

为什么金融市场会闹“钱荒”？在清
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
稻葵看来，把此次“钱荒”定义为“金
融恐慌”更为恰当，其根本原因是当
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走入了极端的
困境，实体经济出现冰火两重天的
罕见格局。一方面，民营经济体

找不到投资方向，投资无门，
转而把大量的现金投

资于金融体系和理财产品，导致了金融
体系信用盲目扩张；而另一方面，十八
大前后新上任的地方官员却干劲冲天，
对项目融资表现出火一般的热情，他们
所依赖的融资渠道主要是正规的金融中
介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债券市场等。
“于是，在当前冰火两重天的境地

下，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的社会融资总额
迅速上涨。”李稻葵表示，但是这种正规
渠道的融资并不是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
主体，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是 012增长的
最大拉动力量，所以中国经济出现了一
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即社会融资总额不
断创下增长幅度和总量纪录，而宏观经
济增长速度却持续下滑。这对矛盾的最
后结果就是银行打光了子弹，资金开始
告急。因为宏观经济在减速，大量企业
利润在下降，这又反过来使得相关企业
难以偿还以前的贷款。这种情况下，银
行等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必须要用新贷款

覆盖已经到期、不能偿还的旧贷款，掩
盖几年前不良贷款的漏洞。而这就是当
前金融恐慌的深层次原因。

开闸放水无异于饮鸩止渴

面对“钱荒”，银行等金融机构一直
期待央行会像以往一样要钱给钱，解救
他们于危难之中。但这一次，央行袖手
旁观的态度让他们大跌眼镜。
“央行之所以不愿意这么做，是不希

望给商业银行以央行会兜底所有问题的
预期。” 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
认为，央行有能力解决个别机构的问题，
但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是简单的给钱。
如果央行开始宽松，所有的银行都会去
效仿，这样就会把风险越做越大，到最
后钱被商业银行赚了，问题却留给央行
来兜底。因此，央行不能支持金融机构
大搞表外业务，也不能容忍资金空转不

去支持实体经济。
“开闸放水救市只能是饮鸩止渴。”

李稻葵表示，如果央行放水救市，给银行
注入流动性，这种策略当然是立竿见影，
但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能短期内缓解
金融机构资金不足的压力和金融市场的
恐慌，经济增长仍无法保障。而金融机构
拿了新钱也只能继续填补不良贷款的漏
洞。由于不治本，新的一轮金融恐慌迟早
会到来，而且会以更大的力度爆发。

货币政策不会大放大收

从过去市场一缺钱就放水，到现在
收紧钱袋不松口，金融市场对央行态度
的转变显然还没有完全适应。然而在专
家看来，“钱荒”事件并不意味央行货
币政策从大放转向大收，央行也一再表
态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
巴曙松表示，银行间市场利率大幅波动，
并不意味着宏观政策基调的趋势性转向。
从目前趋势看，宏观金融政策操作，开
始从应对短期经济金融频繁波动的脉冲
式政策操作中逐步淡出，稳健的货币政
策基调并没有变化，只是不再因为短期
的经济回落，而盲目匆忙扩张货币，也
不会因短期市场波动而大幅收缩。
“降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交通银

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在未来流动
性变化的情况下，央行会增加他的灵活
性、针对性，适时适度预调和微调。

继 !月 "!日央行发布维护货币市场稳定的公告后，央行行长

周小川 "#日针对当前金融市场的“钱荒”问题再次表示，央行将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并着力增强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

活性，适时适度地进行预调微调，一方面要引导金融机构保持合理

的信贷投放，另一方面也将综合运用各种工具和手段，适时调整市

场的流动性，保持市场的总体稳定。对此，专家认为，“钱荒”所

表现出来的流动性紧缺是资金在金融体系自身循环的表象，因此央

行不会大开闸门放水式地简单救市，而应该逐步推进金融市场的改

革，引导资金投向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上。

资金短缺引发恐慌 盲目救市难以治本

中国不会大开闸门救“钱荒”
本报记者 周小苑

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举办

#走高端产业才能拉动经济

中国要突破经济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不能只依

赖房地产，而需大力发展其他实体经济，否则便

会像爱尔兰和西班牙一样，房地产出现泡沫，最

后产生金融危机。只有走高端产业的路线，靠研

发、靠科技创新才能真正拉动中国经济。

———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首席投资官浦永灏
表示。

#股票市场恐怕还会有反复

央行近期公告表态，短期内缓解了恐慌，但

这仅仅是第一步。如果没有更大规模、比较合理

的、系统的、重组式的改革措施推出来，市场还

是不放心，股票市场恐怕还是会有一定的反复。

———对于当前的金融恐慌，清华大学中国与
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

#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之所以会有“国进民退”的争议和抱怨，其实更

多的还是因为民营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中处

于一个不完全公平的境地，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

在。政府要做的就是研究落实如何让国有企业、民

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处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国资专家金思宇认为。

#经济成功靠“两条腿走路”

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

程中，我们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决不能偏

废。不搞单一的公有制，也不搞全盘私有化。

“两条腿走路”是中国经济成功之道，也是中国

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资专家金思宇认为。
（张震铄 钟奕然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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