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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增长”不是保短期
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研发滞后——面

对我国产业发展的“痼疾”，26日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措辞严厉，提出协调产业、环保、
土地和金融政策，形成引导产业健康发展
的合力。

“这并不代表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会有
大的变化，更不代表保增长的基调会变，而
是中央再一次向各地重申，保增长不是保
短期，而是保长期。”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
所研究员张汉亚说。

应对短期经济波动曾多次转移我们中
长期发展的注意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表
示，早在“九五”计划中，我国就提出了实现
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
面对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较为单
纯的“保增长”措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计划
目标的执行。“十五”计划强调对经济结构进
行战略性调整。这期间，经济的高速增长使
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调，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相
当粗放。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十一五”规划明确要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的体制保障，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

6月中旬，环保部开出了成立以来的第
一张罚单，被认为是宏观调控重点转向的标
志。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分析师牛犁说，
上半年的重点就是保增长，无论怎么样，先
把经济基础稳住再说；随着经济的逐步好
转，已经具备了集中力量“调结构”的条件。

权威专家指出，去年以来政府采取了国
家收储、家电下乡等措施化解产能过剩，在实
现了“保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个别企业依靠

“政策保底”，敢于逆市场需求下滑而扩大规
模。

“关键领域改革不到位，粗放的经济增
长就容易反弹。”卢中原说，目前除了资源和
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急需改革外，还需要加快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财税体制、土地管
理体制、技术创新机制等多方面配套改革，
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供体制保障。

“借道”应对危机 又现重复建设
新华社记者 任 芳 樊曦 梁 鹏 杨希伟

正当人们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欣喜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痼疾”

借道应对危机重现，引发新的忧虑。三年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专题部署

抑制产能过剩；如今，这一问题再次被提上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议事日程。

在当前经济处于“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国务院推出的这一重大举措，

彰显了政府既保短期增长、更求长期增长的科学发展决心。权威人士指出，

要真正遏制新一轮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任务艰巨。

酒后驾驶查得严
酒精测试仪慎买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李新）“随时随

地测试，以防交警检查”，昨日，司机费先生手
机上收到推销酒精测试仪的短信。记者发现，
随着交管部门严查酒后驾驶，不少司机纷纷选
择购买酒精测试仪。郑州交警提醒，酒精测试
仪的准确度并不确定，市民应杜绝酒后驾驶的
侥幸心理。

“我刚测过了啊，真的没超标。”昨日中午，
刚参加完朋友婚礼的朱先生在桐柏路口转弯
时被交警拦下。经检测，朱先生体内酒精含量
早已超标，属酒后驾车。面对检测结果，朱先
生郁闷不已：“酒精测试仪检测显示没超标，我
这才上路的，咋会不准哪？”

记者了解到，像朱先生这样使用酒精测试
仪的有车族不在少数。随后，记者百度搜索酒
精测试仪：便携式的、多功能的、LED液晶屏的
……各种款式的测试仪让人眼花缭乱，操作也
简单，只需对着进气口吹气即可。价格在几十
元到上百元不等，其中以50元以下的测试仪最
受欢迎。“最近买酒精测试仪的很多，一天就卖
了近二十个。”一家网店老板高兴地说。当记
者进一步咨询测试仪的标准是否与交警所用
一致时，这位老板说：“应该没事儿，但肯定不
如交警用的精准，数值仅供参考。”

对于酒精测试仪，司机如何看待？在陈砦
一家加油站，记者随机询问了正在加油的司
机。其中多数持“欢迎”态度，认为测试总比不
测试强；不过也有司机担心“自我测试”会纵容
酒后驾车的恶习。

那么，网上热卖的酒精测试仪，到底能否
保证安全？大石桥附近一家医药器械老板徐
先生认为，网上仅几十元的酒精测试仪准确性
并不能确定，无法与交警专业的检测相提并
论。此外，交管部门也提醒，为安全起见，市民
应杜绝酒后驾车的侥幸心理，真正养成喝酒不
开车的好习惯。

郑东新区地税局
3年税收超18亿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任雪雯）昨

日，记者从市地税局获悉，郑东新区地税局自
2006年成立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组织地方
税收突破18亿元，达到18.66亿元。

数据显示，目前在郑东新区地税局办理纳
税登记 1589 户，其中企业 945 户，个体工商户
644户。截至今年7月份，郑州新区地税局累计
组织税收收入 18.66亿元，其中，2006年当年组
织入库税收 2.42 亿元，2007 年达到 5.64 亿元，
2008年达到6.44亿元。

房地产行业是郑东新区第一大支柱产业，
因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房地产业严重受挫。
今年前 7个月，累计组织税收收入 40723万元，
同比下降 6.6%。为此，郑东新区地税局强化税
收分析预测，把握收入主动权，以楼宇经济和建
筑业项目为重点，充分利用外部信息，清查出未
及时办理税务登记纳税人23户；建筑业项目12
个。同时，对长期亏损企业所得税征收进行管
理，把有限责任公司亏损户作为治理重点，与税
源巡查和纳税评估结合起来，在汇算清缴期过
后即布置开展专项纳税评估，做到应收尽收。

8月 29日，江苏
省南京市首届换客节
在南京艺术学院后街
举办，市民们将家中
的闲置物品和亲手制
作的工艺品拿到现
场，通过以物易物的
方式交换回自己喜欢
和需要的生活用品。
图为一位小朋友在现
场 吆 喝 自 己 的 物
品。 新华社发

河北省邯郸
市魏县魏城镇梁
河下村果农蒿现
章2003年开始试
验培育艺术水果
造型，今年成功培
育出万余个“人参
果”造型的梨，每
个批发价达50元
左右。

新华社发

初尝甜头
精明能干的李文齐今年35岁，初中毕业

后就回乡务农，种树、养鸡，干啥事都喜欢求
新。他很爱学习，每天坚持读书报、收看电视
和上网捕捉致富新信息。去年 3月，他从网
上获悉，在西安近郊有个全国最大的专业养
殖蚯蚓基地。蚯蚓俗称曲蟮，中药称地龙，具
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广泛用于工
业、农业、医药、环保、畜牧、食品及轻工业等
领域，前景很好。这条信息让李文齐眼前一
亮，暗自决定试养,实现养殖蚯蚓致富的梦
想。第二天一早，他就带着干馍和咸菜上路
求学。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西安那个养殖
蚯蚓基地。

学了一段时间，李文齐拿出身上仅有的
300 元钱，买了 5 公斤“太平二号”蚯蚓种返
家。

回家后，李文齐把蚯蚓倒在墙角边，上面
放些猪粪。3个月后，竟然繁殖了几百斤，这
增强了他养殖蚯蚓的信心，想办个蚯蚓养殖
场。

这时，二七区农经委了解到李文齐想
搞蚯蚓养殖，就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并协助
他办理工商执照等相关证件，积极提供信
息。李文齐找朋友合作，投资 20 多万元，
盖房子、买车辆和各种设备。 2008 年 10
月，他在自己的 8 亩责任田里建起了蚯蚓
养殖场。

克服困难
凡事开头难。李文齐利用学来的技术，

在地里筑起26个垄养殖蚯蚓，却遇到了一连
串养殖难题。

牛粪是养殖蚯蚓的最好饲料，李文齐到
近郊 30 多个养牛场去买，均未成。他就割
杂草、扫树叶，灌上大粪制成蚯蚓食料。区
农经委得知后，就帮助他联系牛场，终于在
一家养牛场谈妥，以 50 元一立方米的价格

送到家。
可牛粪放在蚯蚓上，蚯蚓纷纷外逃。这

是怎么回事？李文齐百思不解。因为蚯蚓是
夜行动物，为了观察蚯蚓的活动规律，等妻儿
进入了梦乡，他就在手电筒上包层红纱布，悄
悄蹲在垄边，观察一个多星期也未找到原
因。他又心急如焚地去西安求教，一问才知
牛粪太干，回来后赶紧铺设水管浇水，蚯蚓就
不逃了。

过段时间，发现蚯蚓繁殖太慢。无奈之
下，李文齐又去西安“探密”，从工人口中得
知，养殖蚯蚓必须用发酵过的熟牛粪。于是，
他马不停蹄地回郑采取措施，问题又解决了。

这次去西安学习时，正赶上郑州下大雨，
很多蚯蚓被淹死了。他回来后堆起高 20 厘
米、宽1.5米的土垄，下大雨就不怕淹了。

李文齐还注意向书本请教，一有空就
“啃”《高效养殖新技术》等书籍，把学得的知
识应用到养殖中，克服了一个个难题。如
今，李文齐的蚯蚓养殖场已初具规模，每月
收蚯蚓 1.3 吨左右。荥阳有个养种鳖专业
户，专门赶来和李文齐签订供销合同，一年
需要 600 吨，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时下蚯蚓
市场价每公斤达 12元左右，供不应求，前景
看好。

规模养殖
谈起养殖蚯蚓的发展规划，李文齐眼里

充满自信：“区农经委正在帮助我成立养殖蚯
蚓合作社，尽早扩大养殖规模，吸收更多的乡
亲们加入，现有十几户秋收后准备养殖蚯
蚓。”

站在垄间，李文齐操起铁锹，挖开一片
湿润的土壤，指着里面大片正在蠕动的红色
蚯蚓，向记者透露今后对蚯蚓产品深加工的
两点设想：一、蚯蚓粪是金不是土，是苗圃、
蔬菜、鱼塘、家庭盆景等极好的有机肥料，要
把蚯蚓粪深加工成颗粒状肥料；二、1亩蚯蚓
超过 10 亩大豆的蛋白质含量，计划用蚯蚓
制作成一道菜，名叫“全龙戏珠”，进入高档
酒店赚钱，带动农民发家致富。

沪市中报“收官”
大部分公司业绩企稳

据新华社上海8月30日电（记者 潘清）来
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消息说，沪市上市公司半
年报披露已“收官”，大部分公司业绩下滑趋势
得到有效遏制。

统计显示，沪市 867家上市公司 2009年上
半年共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69
亿元，每股收益为 0.2040 元，净资产收益率为
6.88％，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9.12％、13.49％和
18.19％。

其中，2009年第二季度共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525亿元，每股收益为 0.1179
元，较 2008 年第二季度分别上升 5.43％和
0.35％ ；与 2009 年 第 一 季 度 相 比 分 别 增 长
36.96％和 33.52％。全部上市公司中 191 家公
司亏损，较2008年上半年增加81家。

沪市上市公司 2009 年 6 月末净资产为
6348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1.05％；营业收入
为 42142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7.08％；每股净
资产2.96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87％。

沪市全体上市公司 2009年上半年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716亿元，同比下降
29％，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0.22元，同比下降33％。

从行业情况看，由于政府 4万亿元投资计
划的出台，大部分上市公司业绩下滑趋势得到
有效遏制。银行类、采掘类和酒业上市公司业
绩依然出色；保险类、电力类和航空类上市公
司业绩明显回升；钢铁类上市公司业绩出现拐
点，亏损额较 2009年第一季度明显收窄；贵金
属类上市公司业绩坚挺，而有色金属类上市公
司业绩大幅下滑。

养殖蚯蚓拓富路
本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李朝峰 实习生 王燕柯 文/图

梨树结出“人参果” 换客节上“淘宝”忙

商务部表示

进口汽车零部件
关税降低属误读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记者 张毅）有媒

体报道称：进口汽车零部件关税将从 9 月 1 日
起降至10％，国内汽车价格将相应下降。商务
部有关部门负责人30日对新华社记者说，这种
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纯属对政策的误读。目前
进口汽车零部件关税不存在降低的问题。

上周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对《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中的“进口管理”部
分做出修改，并从 9 月 1 日起实施。修改中最
引人关注的条文，就是不再执行从 2005年 4月
1日开始实施的《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
进口管理办法》。

2005年年初，中国取消进口汽车配额管理
后，少数跨国汽车公司利用国内整车关税和零
部件关税税率差，通过化整为零、分散进口等
方式，进口应按整车纳税的成套散件，然后在
国内组装出售，“变相逃税”，进行不正当竞争。

为了规范汽车零部件进口秩序，打击非法
拼装等不正当竞争，海关总署、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商务部、财政部出台了《构成整车特征的
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并从2005年4月1
日起实施。第三项整车特征核定标准自 2006
年 7月 1日起开始生效。由于对第三项标准的
核定有不同意见，后来把生效日期延长到2008
年7月1日执行，但一直未执行。

一些国外汽车厂商认为这一《管理办法》
违反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限制了国外
汽车零部件进口。

《管理办法》自 2005年 4月 1日实施后，偷
逃关税、分散进口汽车零部件在国内组装的现
象，得到有效遏制，国内汽车零部件进口秩序
得以规范。

目前，进口成套散件在国内组装的车型，
只有少数SUV和高档轿车，每年的进口数量只
有几万辆，仅占国产汽车产销总量的千分之
几。这些进口的成套散件，全部是按照整车税
率，也就是25％缴纳的关税。进口的关键零部
件，则一直是以10％的税率缴纳关税。

传统产能“重出江湖”
一边限制产能过剩，一边新开产能项目，

当前一些传统产业陷入自相矛盾的发展“陷
阱”。

作为传统产业，钢铁行业是我国限制产能
过剩的“钉子户”之一。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超过 1亿吨，今年
以来新开工项目又同比增长20％。据调查，过
去三年中，政府部门淘汰落后钢铁产能政策不
断，但 2005年到 2007年间全国粗钢产量增速
丝毫未减，三年增量分别为 6991万吨、7009万
吨和7100万吨。

与钢铁行业类似，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产
能也在国家系列限制措施中日益膨胀。工信部
报告显示，我国水泥产能过剩近3亿吨，而在建水
泥生产线超过200条，将新增产能超过2亿吨；铝
冶炼行业产能利用率仅为65％左右，而在建氧化
铝、电解铝产能仍达560万吨和200万吨。

“越淘汰产能越大，主要是由于我国经济
发展的方式仍然是投资驱动型。”国家发改委
价格监测中心研究员刘满平说。

在此轮应对危机中，投资再次成为拉动中
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今年上半年 7.1％的
GDP增长中，投资拉动6.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
拉动3.8个百分点，出口下拉2.9个百分点。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在 4万亿投资
中，确实在地方上出现了大上传统工业项目的
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与地方的
政绩投资冲动有关，另一方面是一些地方通过

“化整为零”的方式，避开了国家发改委的项目
核准。

“目前政府尚没有出台可操作的刚性限制
法规，同时建筑钢材等审批权在地方政府，只
要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还在，严格审批就是个
问号。”上海钢之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文章说。

“上大压小，批新换旧”等落后产能的淘汰方
式也客观上增加了行业产能。例如，前几年国家
对钢铁产能淘汰的标准是“200立方米以下高
炉”，很多小钢厂就开始改建成300立方米、500
立方米甚至更大的高炉。后来，淘汰标准提高到
300立方米，企业只能“随风转”，不断往大处改
造。

走出此轮危机需要新的“增长引擎”，一
些新兴产业被寄予厚望。然而，正当人们为
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喝彩”时，26日国务院
常务会议对新能源产业一哄而上、产能过剩
发出的警示，让人冷静下来。

风电设备和多晶硅“新入选”产能过剩
行业引起各方关注。记者调查了解，我国光
伏产业已遭遇泡沫破灭之灾，风电设备制造
业亦无情洗牌在即。不同的是，洗礼过后的
光伏产业市场前景日渐明朗。

从2001年到2007年，我国光伏电池产量
由3兆瓦激增至2000兆瓦。金融危机引发国
外市场急剧萎缩，多晶硅价格从最高 500美
元／公斤跌至70美元／公斤，逼近国内生产
企业的平均成本。多位投资专家预计，投向
多晶硅行业的上千亿元投资约有一半将打

“水漂”，数十家企业中能存活下来的不超过
10家。

“我国光伏产业陷入目前的困境，金融危
机只是导火索。”北京润诚利实投资顾问公司
总裁刘华等投资专家分析认为，近两三年建设
的大批光伏项目，表面看似红火，背后却是产
品单一，技术落后，而且严重依赖海外市场。

可喜的是，光伏产业中还有少数龙头企
业具有国际视野，注重技术创新，经营机制灵
活。我国光伏产业以民营企业为主，其中有
17家在海外上市，融资额达200多亿美元，接
近国内所有煤炭上市公司融资额的总和。同
时，一些领军企业积累了较强的人才和科技实
力，如在薄膜太阳能电池领域，浙江正泰集团

已经延揽了数名全球一流科学人才。
虽然金融危机的阴影仍未散去，少数注重

技术创新的光伏企业已再次获得资本市场青
睐。多晶硅价格的理性回归也拓宽了产业发展
的空间。正泰太阳能公司总经理杨立友说，再
过两三年，第二代薄膜太阳能电池发电成本基
本可与火电成本持平。

在风电装备领域，从 2004 年年底到
2008年年底，全国风电装机容量从 76 万千
瓦增至 1200万千瓦，但 1／3机组处于闲置
状态，发电量并没有同步跟上。同时，风电
设备近几年的急速扩张缺乏可靠的技术支
撑，导致设备故障率高，机组利用率低。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负责人说，尽管2008
年我国风电装备供不应求，但风电设备市场
很快将迎来买方市场。他测算说，到 2010
年，目前的 70 多家风电整机厂商按现有规
模全部建成，产能完全释放后，风电设备产
能将达到3500万至4000万千瓦。而今后十
年，我国的风电场建设速度可能维持在年装
机容量1000万至1500万千瓦之间。

“风电将重蹈光伏产业大起大落的覆辙，
大批企业将深陷危局。然而，市场投资步伐并
未明显放缓。”中国风能协会有关人士透露，一
些地方的风电装机仍以年均50％的速度增长。

根据中国电监会调查，我国风电开发前
七大省区中，共有风电企业92家，其中央企占
73％，装机容量占81％。华电集团有关人士
表示，五大发电集团竞争重点已转向新能源领
域，都想取得未来的“领跑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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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拔苗助长”

二七区侯寨乡全垌社区靳顶村农民李文
齐，靠养殖蚯蚓摆脱了贫困。在区农经委的协
助下成立合作社，吸收周边农民搞新兴特种养
殖，拓出一条致富路。

“养殖蚯蚓也能致富？”昨日，记者十分新
奇地来到李文齐刚成立的“新东方生态蚯蚓养
殖场”寻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