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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鲁木齐 12月 4日电 （记者李亚
楠） 近日，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在新疆准
噶尔盆地西北缘发现了新的大油区，预计总
资源量超过 10亿吨，将成为克拉玛依油田今
后油气储量与产量的新基地。

据悉，玛湖凹陷斜坡区油气勘探始于
1993 年。当年，新疆石油局在玛 2 井获工业
油气流，发现了玛北油田。20 年来，新疆石
油管理局和油田公司始终将这个区域视为重
要勘探领域。

截至目前，新疆油田公司在玛湖斜坡区
共落实三级储量 1.94 亿吨，玛湖西斜坡百里
油区基本形成，预计可建产能256万吨，2015
年即计划在这一区块建产并进行试验开发。

三星电子日前在北京发布了 GALAXY A
系列手机，该系列主要定位年轻时尚人群。产
品发布的同时，三星电子也为全新 GALAXY
A系列手机打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青春派对。
图为观众在试用新款手机。 汪灵犀摄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安蓓、赵超） 国
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李朴民日前说，我国已
将沿海核电工程列入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包，
将采用国际最高安全标准，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启动一批沿海核电工程。这释放出我
国即将在东部沿海地区启动新的核电项目建
设的积极信号。

李朴民在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
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包中，还包括今明两年可
开工的26项西南水电和风光电项目，37项油
气管网和储气设施项目，以及要加快推进的
13 个矿产资源项目，重点涵盖铁矿石、铜
矿、铝土矿等矿产品种。

“重启核电项目正在进行最后的研究准
备。”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司长刘宝华说。沿海
核电项目是清洁能源工程包的重要内容。

股市“旱地拔葱”创新高

12月的首周，A股市场延续了自11月下旬以来的“疯牛”走势，以连
续突破整数点关口之势将此轮上涨行情演绎到极致。沪指从 11月 20日
以 2443 点开盘，到 12 月 5 日报收于 2937 点，短短 12 个交易日内上涨近
500点，涨幅逾 20%。尤其是 12月 5日沪深两市成交量破万亿，再度刷新
全球股市单日成交纪录的新高。而在今年5月，沪深两市全月的成交金额
也就27730亿元，时下一天的成交量就相当于当时的7天，更相当于1996
年A股市场全年的成交额。

A股市场疯狂的表现让经历了7年漫漫熊市的中国股民再次看到了
希望。上周 （11月24日至28日） A股新增开户数近37万，创3年半以
来新高。对此，财经评论员皮海洲表示，A 股市场的爆炒，让投资者
看到了赚钱效应，引得投资者扑通扑通地往股市里跳，往那些疯炒的
股票身上扑。

“中国股市的春天就要到了。”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
凤岐分析认为：首先，我国的资本市场在制度改革方面已经有了进步；其
次，有更多的市场给大家进行融资；第三，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在房地
产不景气的时候，货币政策会放松，资金会投入到股市中来。

暴涨之后谨防深度暴跌

究竟是什么力量汇聚了如此天量成交，推动股市此轮上涨的呢？从盘
面上看，在金融、券商、石化双雄等权重股的带动下，价值被低估的大盘蓝
筹股成为资金疯狂抢筹的对象，个股甚至连续多日被封上涨停板。

“这一轮暴炒券商股、银行股及‘两桶油’的“疯牛”行动，其疯
狂程度超过了A股历史上任何一个牛市。”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
所所长董登新对本报记者表示，当前中国牛市仍未摆脱“快牛”、“疯
牛”的旧格局。一旦确认“疯牛”来临，全体股民就会一哄而上、全
民博傻。他们进入股市不是为了当股东，更不是为了做投资，大多数
人只想在短暂的“疯牛”中赌一把、捞一把，然后择机走人，这应该
是天量资金能够在瞬间聚集的最根本原因。因此，有关天量资金的其
他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

事实上，即使是业内专家，也很不理解当前股市的暴涨。在银河证券
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上市公司的业绩并
没有集体变好，而股市却迎来大涨的局面，实在令人疑惑。

“市场规律告诉我们：每一次成交额放出历史天量后，总会带来一
波杀伤力极强的深度暴跌。”董登新表示，在这一场“疯牛”中，机构
大户与散户进行博弈，其炒作手法狠而准。他们先将大盘权重股以超
乎常人想象的程度拉至高位，推动大盘指数连连暴涨，以便吸引场外
资金和新股民入场。当这些中小投资者被套高位时，机构与大户也就
顺利出逃。因此，投资者应注意规避市场波动风险。

股市“长牛”需改革先行

相比于市场投资者对“疯牛”的追捧，业内人士更关注的是如何
让股市形成长期健康发展的“慢牛”。在财经评论员叶檀看来，此轮暴
涨主要是由资金推动的，基本面没有变化，还不是长牛的行情。真正
的牛市需要资本市场制度变革、上市公司盈利以及信用状况的改善等
诸多因素支撑。

事实上，只有抓住当前股市由熊转牛的时机，加速股市制度的改革和治
理，才能夯实长期牛市的根基。对此，董登新认为，因为牛市改革阻力小，市
场压力也小。监管层虽然不能直接干预股市涨跌，但可以借机加速改革、完
善制度。其中，最能体现市场化改革精神的重大举措：一是注册制；二是金融
衍生品。因为这些改革举措可以为“疯牛”引入市场化的调节机制，进而发挥
平滑股市、对冲风险的作用，并为A股市场步入“慢牛
短熊”的新格局奠定制度基础。

董登新建议，在注册制尚未正式推行前，证监
会应该率先放行IPO过会，并逐步恢复IPO节奏市
场化及 IPO 定价市场化，取消市值配售新股的做
法，同时取消新股上市首日涨跌幅限制。与此同时，
还应趁机大力创新和发展股权类的金融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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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市场近来的“暴涨”行情引发社会极大关注，短
短数日连续破位上行的强劲走势，不仅创下了超过万亿
的天量成交，更是一举让A股的总市值坐上全球第二把交
椅。然而，这种在场外资金疯狂抢筹权重股所带来的迅
猛上涨究竟还能持续多久？在专家看来，尽管当前股市
疯涨十分吸引眼球，但历史多次证明，“疯牛”行情必然
是短暂不可持续的，应该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推进
改革和治理，给健康长久的“慢牛”夯实基础。

中国连年增加粮食进口引发国际
担忧，“中国将从其他国家抢粮”之说
随之出现。对此，毕美家指出，目前
水稻、小麦、玉米这三大谷物的进口
量仅占国内产量的 2.4%，是比较低
的。“中国不会到国际市场上去过多地
采购谷物，因为中国的战略就是保证
基本自给。”毕美家强调。

“靠国际市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
题是靠不住的，也是不现实的。世界
的粮食贸易量是有限的。据了解，目
前全球每年的粮食贸易量在 5000 亿斤
到 6000 亿斤，这个贸易量不足中国粮
食需求的一半，大米的贸易量是700亿

斤左右，仅相当于中国大米消费量的
1/4。”毕美家说。

中国在粮食问题上的思路是不依
赖外界，坚持自力。毕美家介绍说，
去年中央提出构建新形势下国家粮食
安全战略，就是要坚持“以我为主，
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
技支撑”的方针，核心要义是要端牢
中国人的饭碗，这个饭碗主要装中国
粮。这是我们一个大的思路。

“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解决好 13
亿人的吃饭问题。”毕美家说，未来我们
将继续巩固农业基础，牢固夯实粮食生
产的三大支柱——有政策的支撑、科技
的支撑、基础设施的支撑，特别是确保
耕地的红线，这样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就有了实实在在的基础。

“抢粮之说”无根据 今年秋粮再丰收中国不会大规模进口粮食本报记者 罗 兰

我国粮食连年增产，然而，进口粮食每年也在增加。有人担心中国
需求会导致全球粮食供应短缺。对此，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毕
美家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年来，中国
的粮食进口量是有所增加的，但是总量并不是很大。他说，今后中国可
能还要适当进口一些国内短缺的品种，但是谷物进口不会大幅增加，所
以“中国粮食威胁论”是不存在的。

进口粮食连年增加

中国是粮食生产大国，但也是消费大国。据
统计，2003 年起，中国粮食生产掀开“十一连
增”的序幕，当年产量和消费量勉强相称，粮食
进出口基本持平。到 2013年，国产粮食达到历史
最高峰的6.01亿吨，比2003年增加了1.4亿吨，但
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在增加，达到425公斤。

自 2008年以来，中国已从粮食净出口大国转
变为粮食净进口大国，到 2012年，中国净进口粮
食 7000 多万吨，不过两年，净进口粮食增加了
490%。现在，粮食进口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品种
调剂变为今天的必要补充，已从进口几亿美元上
升到几百亿美元。

目前，中国三大主粮的净进口已常态化。统
计显示，过去3年中，玉米、小麦和大米的进口量
翻倍增长。玉米进口在2012年达到520.7万吨，小
麦进口达 368.9 万吨，大米则达到 231.6 万吨。海
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 年以小麦为首的谷
物进口量大幅提速，前7个月包括小麦、大米、玉
米在内的谷物进口同比激增80.7%。

满足市场多样需求

进口粮食连年增加，并非中国出现粮荒，而是有市场原因。中粮
期货分析师范婧雅指出，我国目前完全有能力实现主粮的自给自足，
如果再加上庞大的收储数量，整体供给可谓宽松，主粮进口量大增并
非是因为国内供求结构失衡。

专家指出，从更广大的海外市场进口粮食，能满足当前人们日益
提高的消费需求。据了解，我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稻谷、小麦和玉米
中的低端品种产量占比较大，优质、高端品种产量占总产量比重均偏
低，因此国内高端消费需求的粮食主要依赖进口。

海关总署有关人士分析称，谷物进口量快速增加，因为国内需求
旺盛。目前国内规模化养殖比重提高，对豆粕等饲料需求持续增加。
进口小麦的增多，主要是由于我国国产小麦的品质不及进口小麦，进
口小麦添加在制粉中可以提高面粉的品质。进口玉米主要用作饲料。
进口稻米多为价格较低的普通白米和碎米，主要为了满足工业需求。

进口粮食增加还缘于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优惠于国内市场。据了解，自
去年11月以来，小麦国内市场价格连续9个月高于进口到岸税后价格。

“近年来，中国的粮食进口量是有所增加的，但是总量并不是很大，
主要是因为国际市场上的粮价比中国低，同时还为了满足中国国内多样
化的消费需求，这也需要适当进一些优良的品种进行调剂。”毕美家分析
说。

进口虽增长总量不大

新疆发现储量逾10亿吨大油区

我国将重启沿海核电项目建设

三星发布GALAXY A系列手机三星发布GALAXY A系列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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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初冬时节，湖北省宜昌市夷陵
区乡村农家的房前屋后挂满了金灿灿的
玉米，呈现一派橙黄“醉”美山乡的丰
收景致。近年来，当地政府积极推广高
产综合配套技术，落实国家惠农政策，
把粮农补贴发放到种粮群众手中，调动
山区群众的种粮积极性。今年，宜昌的
玉米喜获丰收，全市玉米种植面积达到
163万多亩，总产达57万多吨，比去年
增长17%以上。

张国荣摄 （人民图片）

农家晒丰收
美景醉山乡

大 巢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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