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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担心外资独占市场

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国际快递公司参与我
国国内市场竞争，对外资快递企业也具有较大
的挑战性，需要一个逐步进入和扩张的过程。
在王微看来，像 UPS （美国联合包裹公司）、
FedEx（美国联邦快递公司）、DHL （德国邮政
敦豪快递） 等国际跨国公司巨头已在华经营国
际快递业务多年，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与
之前主要做国际业务不同，此次国际快递公司
参与国内市场竞争，可能还要有一个过程。”

“整体来看，未来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空间
很大。”王微表示，由于主要经营业务的变
化，外资企业在大规模开展中国国内市场快递
业务时，也要逐渐地学习和摸索。其中涉及经
营渠道的建立、人员的招募和培训

等。在此过程中，外资企业可能会利用知名国
际品牌和资金优势，整合国内的一些中小快递
企业及其经营网络，加快提高市场竞争力。

不过，也有一些人担心开放市场不利于中
国快递企业的生存发展，甚至会出现外
资企业独占中国市场的局面。对此，王微
回应称：“其实这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我国快递市场是一个竞争较为充分的市
场。外资企业的进入，使得中外
企业同台竞技，有利于促进竞
争，而且会倒逼中
国快递企业加快提
升自身竞争力，实
现更快、更好的发
展。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提出，全面开放国
内包裹快递市场，对符合
许可条件的外资快递企
业，按核定业务范围和经
营地域发放经营许可。专
家认为，国家放开快递市
场，推动内外资公平有序
竞争，有利于倒逼国内企
业改善经营管理，提升服
务水平，参与国际竞争。
同时，处于快速发展期的
快递市场也将为外资企业
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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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模跃居世界前列

邮政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快递业迎来了最好发展期，截至
2014 年 8 月，快递业务量已连续 42 个月同比平均增速超过 50%，
业务规模跃居世界前列。据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8
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81.6 亿件，同比增长
52.7%；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230.4亿元，同比增长42.3%。

“在国内快递市场快速发展和急速扩张的背景下，进一步深
化开放，允许外资企业经营国内快递市场，是一种必然趋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微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说，我国快递行业的对外开放由来已久，是个渐进的过

程。“快递行业是我国服务业开放较早的领域，国外快递公司进
入中国后主要是做国际快递业务，对中国快递业的发展也起到了
较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我国快递行业发展迅速，与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社会物流需
求增加密切相关。王微表示，在此背景下，快递业务正在从过去
以信函为主转向以小件包裹业务为主，从过去以同城市场、国际
市场为主转向以异地快递业务为主。“快递行业正处于业务快速
扩张、加快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的进程中，此时进一步扩大开
放，有利于推动整个快递行业的发展，便利众多商家和广大群
众。”

“总体看，外资快递入场，是个利好消
息，是挑战也是机遇。”王微认为，国际快递

公司进入国内市场后，其较为先进成熟的经营理念、运
作模式、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将会对中国企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作为现代服务业，快递行业并不是简单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
业。目前，国内规模较大的龙头企业正在加大航空运输布局力度，而且在车辆购置、信息系
统和区域分拣中心等方面加快升级改造和现代化步伐；在经营方式上，也在加快细分业务市
场，提升服务质量，以提高企业综合实力。”王微表示。

引入外资对于提升我国快递行业整体实力、进军国际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际刚分析称，我国和2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了外贸联系，产品可以
出口到230个国家和地区。但是，我国没有任何一家快递企业能够将产品在全球230个国家
和地区进行递送。因此，国内的快递业本身还需完善，全球性的快递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目前，电子商务跨境贸易发展很快，以电商为业务重要来源的快递行业‘走出去’的
要求和愿望更加迫切。”王微认为，加快开放国内快递市场，也意味着在对等开发的前提
下，为我国快递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机遇。因此，放开国内市场有利于提高国内快递企业
的竞争能力，也为未来我国企业营建全球服务网络，参与全球竞争，创造了一定的便利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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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江西新余市仙女湖舞龙渔业合作社迎来今年首个开捕日。当天，来
自湖南、浙江、福建等地的客商将捕捞上来的8万多斤鲜鱼抢购一空。据了解，新
余市仙女湖水域养殖的有机鱼年产量达500多万斤。 赵春亮摄 （人民图片）

同比增幅继续回落

随着天气转凉，物价在 8 月份开始降
温。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 8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2.0%，涨幅较 7 月回落 0.3 个百分
点，创下 4 个月以来新低。24 个省份 8 月份
CPI 涨幅较 7 月份出现回落，涨幅处于“1”
时代的省份数量增加到13个。

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影响的鸡蛋价格和
猪肉价格曾连续上涨，但最近发生变化。统
计数据显示，鸡蛋价格和猪肉价格在连续上
涨过后迎来了首次回落。虽然国庆将至，但
业内人士普遍推测，在多重压力下，农产品
价格或将进一步走低。

市场普遍判断，9月CPI同比增速将继续
回落，涨幅在1.8%左右。光大证券宏观分析师
徐高指出，9 月CPI同比涨幅还会进一步走低。
海通证券宏观债券首席分析师姜超认为，9月
以来油价两次下调，钢价继续下跌，仅煤价企
稳，生产资料价格降幅将扩大。“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将加剧PPI（生产者价格指数）下行压力，
亦将拖累CPI非食品价格走低，加之猪价止涨
回落，9月CPI继续下行几无悬念。”姜超说。

对于 CPI走低的原因，交通银行首席经
济师连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
货币信贷增速下降，市场融资规模下降，需
求 下 降 ， 城 镇 居 民 收 入 增 速 低 于 GDP

（国内生产总值），猪肉价格在上涨后出现回
落，这些都使CPI不可能大幅上涨。

年内上涨压力不大

专家指出，在当前内需偏弱、货币环境
平稳的情况下，物价不具备大幅上行的动
力，年内CPI上涨压力不大。连平说，当前

经济下行压力不小，制造业增速放缓，需
求放缓，剩下几个月 PPI 可能是负的。

受大环境影响，在总需求与总供给不
存在大的缺口的情况下，年内CPI

没有大幅上涨的可能。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

中心高级宏观分析师唐
建伟表示，当前

经济增速

运行总体平稳，有效需求不足，对物价的拉动
作用有限，CPI同比的新涨价因素波动性也明显
减小。由于从 8 月份开始，翘尾因素将逐月明显
回落，因此CPI同比预计将出现趋势性变化，整体
下行的可能性较大。我们维持下半年 CPI 同比涨幅
会低于上半年的判断。

专家分析，未来几个月内有效需求难以趋势性回
暖，货币流动性也难以明显宽松，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
在，这些因素都不支持物价明显上升，而对物价影响较
大的农产品价格有可能回落，或者涨幅放缓，因此，预
计年内CPI同比增速将小幅回调。

整体走势将呈平缓

虽然 CPI 上涨压力不大，但也要关注一些新涨价因
素。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分析，受
到居民工资增长等因素的影响，服务价格或会成为推动物
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中信建投宏观分析师胡艳妮表示，未
来涨价因素主要集中在公共产品与资源品价格的改革推高
整体物价水平，但短期这方面压力并不大。

“未来主要关注食品价格走势，猪肉等价格有上升趋
势，但压力不会太大。”连平认为。

对于全年物价走势，专家们普遍表示，压力不大。连
平说，全年CPI走势平缓，预计上涨2.2%。光大证券宏观
分析师徐高在研究报告中，将全年 CPI 预测从之前的
2.5%下调至 2.2%。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预计，
CPI全年或上涨2.4%，将远低于全年3.5%的调控目标。

不过，也有机构认为，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物价
上涨压力会增加，预计明年一二季度 CPI 同比在
3%-3.5%之间。

金秋时节，前三季度各项数据即将出台。物价仍
是关注焦点。继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出现回
落后，近日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进入9月，曾连续
上涨的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影响的鸡蛋和猪肉价格，
也迎来首次回落。专家预计，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
大，如果农产品价格继续回落或涨幅放缓，年内CPI不
会出现强反弹，实现全年物价调控目标无虞。

●外汇监管模式必须有创新

中国的外汇监管重点已经是转向对
外汇的管理还有资本的流入流出，也就是
说重点监控那些异常的、可能会有风险的
资本流入和大量外汇的流入流出，未来中
国资本账户会逐步开放，结合资本账户开
放，外汇管理必须要研究和制定新的外汇
和资本的管理模式，以便充分利用好外汇
资产，来促进中国的对外投资，同时也促
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
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表示。

●降准降息难解决融资问题

进一步降低基准利率，短期内有助

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但也有可能
恶化资源配置，不利于结构调整，不利
于控制通胀，所以降准降息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根本途径
还是加速金融改革，降低金融中介成
本， 并且75%的存贷比监管指标是否有
存在的必要也可以重新考虑，如果过度
抑制会导致经济严重下滑。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
为。

●预算改革可借透明“逼”开放

“透明预算”，无疑是现代财政制度
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然也是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政府预算的公开透明不可一蹴而就，首
先应以全口径预算管理为基本目标，以
将所有政府收支关进“统一”的制度笼
子为重心，在改革战略上，先规范、后
透明，应当是一个基本行动路线选择。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
长高培勇说。

（宦 佳辑）

中国外债余额5.582万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6 日电 （记者李延

霞、王培伟） 国家外汇管理局 26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截至 2014 年 6 月末，我国外债余额
为 55820 亿元人民币 （等值 9072.35 亿美元）。
其中，登记外债余额为35627亿元人民币 （等
值 5790.35 亿美元），企业间贸易信贷余额为
20193亿元人民币 （等值3282亿美元）。

据悉，中国外债统计数据不包括香港特
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

从债务期限结构看，中长期外债（剩余期
限）余额为 11775 亿元人民币（等值 1913.72 亿
美元）；短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为44045亿元
人民币（等值7158.63亿美元）。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将减少
本报北京9月26日电（记者尹晓宇） 国

土资源部近日发布的 《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
约利用的指导意见》 指出，到 2020年，单位
建设用地二、三产业增加值比 2010 年翻一
番，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建设用地面积下降
80%，城市新区平均容积率比现城区提高30%
以上。

《意见》明确，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规
模，实行城乡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制度，逐步
减少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东部地区特别是优
化开发的三大城市群地区要以盘活存量为
主。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同时，深化国
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提高土地要
素市场周转率和利用效率。建立有效调节工
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合理比价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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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女湖迎来开捕日仙女湖迎来开捕日

9月26日，成渝动车迎来了开行5周年纪
念日。当天的成渝动车车厢内，几位小乘客
与列车员一起与在“Q 版动妹”合影板前合
影留念。截至 2014 年 9 月 25 日，成渝动车已
安全运行1826天，累计开行4.7万趟次，运送
量已超过5000万人次。

崔佳 包亮摄影报道

成渝动车5年运旅客5000万

朱慧卿作 （新华社发）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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