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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

将适时扩大房产税试点
本报讯 （记者林洁） 在上海、 重庆

两市试点的基础上， 我国将适时增加房
地产税的试点城市。 在近日举行的首届
岭南论坛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齐骥透露， 下一个试点的城市仍未确
定。 他还强调， 将在发挥市场主渠道作
用的同时， 加强对房地产的调控。

目前， 我国已有上海、 重庆两地试
行了房地产税 。 齐骥表示， 由于是试
点， 所以这两个地区房地产税的征收对
象、 征收方式等都不同。 这两个城市已
取得很好的经验， 接下来将在现有经验
的基础上扩大试点城市。 据介绍， 住建
部、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正在总结上
海和重庆房产税试点的经验， 同时进行
提炼和完善 ， 在此基础上扩大试点城
市 ， 但是目前还没有定在哪个城市试
点。

齐骥认为， 与世界在同一个发展水
平的国家相比， 中国目前正处在快速的
城镇化进程当中， 中国的城镇住房状况
不比同等经济水平的其他国家差。

“要通过 ‘压房价’ 和 ‘增收入’
两个手段， 来解决居民购房的难题， 但
房地产市场化方向不会改变。” 齐骥强
调。

由于中西部城市存在差异， 齐骥坦
言， 有的城市要靠提高居民收入适应房
价， 但也有城市要降房价来适应居民收
入， 这是根据中国各地不同经济发展水
平来决定的。

产品问题增多 “隐形侵权”尚待界定

洋品牌为何在中国市场变坏

本报记者 王 超

实 习 生 丰家卫

遭遇 “3·15” 信任危机后， 3月22日
麦当劳北京三里屯店悄然重业。 中国青年
报记者在其店外看到用易拉宝张贴的道歉

信， “对于我们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
意， 请您接受我们诚挚的道歉。”

在中央电视台 “3·15” 晚会节目中，
麦当劳三里屯店被揭露鸡翅超过保温期后

不被取出、 甜品派以旧充新， 以及食材掉
地上不加处理继续备用等。

节目播出后， 麦当劳通过微博致歉，
表示将对这个个别事件进行调查， 以行动
向消费者道歉。

在央视 “3·15” 晚会曝光的， 除了麦
当劳， 还有家喻户晓的超市巨无霸家乐
福。 洋品牌又一次集体在中国遭遇信任危
机。

衣食住行：洋品牌商品问题增多
最近网上流行这样一则笑话。 问： 把

大象装进西门子冰箱总共分几步 ？ 答 ：
100步。 第一步， 把冰箱门打开； 第二步，
把大象装进去； 第三步， 关上冰箱门； 第
四步， 关上冰箱门； 第五步， 关上冰箱门
……因为冰箱门关不上！

因为关不上的冰箱门， 较真的老罗培
训创始人罗永浩上演了 “怒砸西门子冰
箱” 的行为艺术。

2011年9月27日， 罗永浩在博客上发
帖说： “西门子冰箱刚买就觉得设计不
良： 拿完东西随手把门甩上， 10次有9次
都会自动弹开。 用了那么多冰箱， 从来没
见过这么烂的。 后来被迫养成了小心关门
并且关门后反复确认的习惯， 基本上就是
财务人员用保险柜的用法。”

近500个跟帖中， 很多网友反映家里
的西门子冰箱跟罗的情况几乎一样。 有网
友说， “为了冰箱关门的事， 被老妈骂了
无数次， 现在关冰箱门有强迫症了。”

湖北武汉的一位女士反映说， 她家的
西门子冰箱同样存在关不上门的情况， 反
映给售后， 售后免费给装了个闭门器， 可
之后又出现冷藏室积水问题。

罗永浩觉得西门子公司回避问题 ，
2011年11月20日， 罗永浩等几名消费者到
西门子大厦前用铁锤砸烂了三台质量有问

题的冰箱。
2011年12月20号， 罗永浩召开 “西门

子冰箱门门交流会”， 邀请现场媒体及观
众再次上演 “砸冰箱秀”， 现场砸坏冰箱
十余台。

从媒体公开报道的新闻事件可以看

出： 经过几十年发展， 洋品牌的质量问题
充斥各行各业， 遍布衣食住行。

2011年8月上旬，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共对5625批货物实施抽样检测， 抽检
率为49.5%， 不合格超过3100批， 不合格
率达55.8%。 据不完全统计， 上海口岸年
进口服装3万余批， 进口金额占我国进口
服装总额的40%以上。 作为重要的进口服
装口岸，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自2005年
起就对进口服装实施了摸底调查和监督抽

查工作。 进口服装的不合格率一直高居
20%以上。

2011年9月初， 知名打假人士王海爆
料， 耐克一款篮球鞋在中国大陆售价为
1299元， 而在美国售价为125美元。 另外，
在美国销售的同款鞋有两个 zoom气垫 ，
在中国销售的却只有1个气垫。 当年9月9
日， 耐克承认对该款球鞋宣传错误， 向消
费者表示歉意， 并将作出相应赔偿。

2010年初， 丰田汽车 “踏板门” 事件
轰动一时。 丰田董事长丰田章男专程来北
京向中国消费者道歉。

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12年
2月20日公布的消息， 法拉利玛莎拉蒂汽
车国际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代表玛莎拉
蒂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递交了召回报告，
因后尾灯缺陷， 召回部分进口2008~2010
年款玛莎拉蒂 (Maserati) 汽车。 据该公司
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222辆。

商通服务：洋品牌褪去光环
不光洋品牌的产品出现问题， 在一些

不以生产为主的为主 “洋品牌”， 比如商
品流通和服务行业， 洋品牌也逐渐褪去光
环。

中国社科院2011年11月发布 《中国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 称， 课题组分别调研了
中国境内的国企 、 民企 、 外企的百强企
业。 结果显示， 在被选中评价的300家企
业中， 按百分制考评， 有26家企业得分是
0分甚至是负分。 这26家企业中， 外资企
业占了大头 ， 共有19家 。 其中 ， 阿迪达
斯 、 戴姆勒·克莱斯勒 、 可口可乐等均
“榜上有名”。

2011年1月， 家乐福被曝光涉嫌价格
欺诈， 国家发改委价检司介绍， 家乐福在
一些城市的部分超市存在虚构原价、 低价

招徕顾客高价结算 、 不履行价格承诺 、
误导性价格标示等多种价格欺诈行为 。
国家发改委责成相关地方价格主管部门

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 没收违法所得 ， 并
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或
无法计算违法所得的 ， 最高处以50万元
的罚款。

关于洋品牌涉嫌侵权， 还出现了更加
复杂的案例， 隐蔽用工就是一种。

成都的李美荣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2010年7月至2011年2月， 成都思睿商贸公
司派其在家乐福红牌楼店从事某牛肉促销

工作。 但家乐福却拒绝支付李美荣工资和
提成。

2011年5月李上诉成都市劳动局仲裁
委， 要求家乐福支付工资及提成。 家乐福
庭辩称， 是思睿商贸公司租用家乐福专
柜， 家乐福与李美荣无劳动关系， 故不支
付报酬。

该案代理律师卿又萍告诉中国青年报

记者， 他长期关注家乐福用工侵权的问
题， 这个问题在各地家乐福很普遍。 供应
商提供促销员， 供应商承担用工责任。 家
乐福这种用工模式称为劳务派遣。

卿又萍说， “家乐福劳务派遣实质是
隐蔽用工。” 劳务派遣在我国劳动合同法
上的定义是临时性、 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
工作岗位。 可实际上， 家乐福长期性岗位
也使用成本更低的劳务派遣工。

卿又萍说： “这样的案件中， 权益受
害者通常无法胜诉， 因为法官包括有一些
劳动法方面的学者都认为， 这属于劳动派
遣， 不应当追究。” 但家乐福这种用工模

式在法国遭到巨额的罚款。
据法国媒体报道， 在法国家乐福以及

其他连锁超市中调查发现， 工人们虽然在

超市中工作， 却由供货商或劳动力中介机
构来支付工资。 最终， 包括家乐福在内的
超市、 供应厂商以及劳动中介机构， 都被
定罪并处以相应罚金。

卿又萍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李女士
的遭遇绝对不是个例， 在北京其实也存在
这种情况。 因怀孕而被北京方庄家乐福辞
退的促销员盛玉就因劳务派遣问题而与家

乐福对簿公堂。

部分洋品牌在中国利润变薄

洋品牌在中国曾是高质量、 高价格的
代名词， 如今为什么光环不再？

北京大学企业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副研

究员杜烨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洋品牌的
个案不能代表外企整体质量下滑， 只能说
质量问题比原先多一些。

杜烨分析， 随着竞争对手的增加， 中
国品牌商的崛起， 洋品牌的利润变薄， 渐
渐失去了高利润的生存环境。 没有了高利
润， 想要跟人竞争， 在一个法制尚需健全
的环境里， 自然会不择手段降低质量来提
高利润。

中外资企业的不平等待遇， 地方政府
对外企的 “优待”， 让外企不诚信的违法
成本很低。 为追求最高利润偷工减料也在
所难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中国社科院
私营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蒋泽中告诉中国

青年报记者， 这也暴露出了国外企业和洋
品牌对中国的双重标准问题。

外企对发达国家输出的产品是一个标

准， 对发展中国家却是另一个标准。 外企
解释为参考本土标准和消费国的实际， 其
实就是降低了产品的标准， 因为一些发展
中国家的标准是低于发达国家标准的。

蒋泽中说， 外企实行双重标准对消费
者来说十分不公平。 标准不统一， 就意味
着， 我们的消费者享受不到与发达国家同
等的待遇。

明知道它歧视中国消费者， 有什么办
法吗？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法律事务

专业委员会主任、 北京市汇佳律师事务所
主任邱宝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中国标
准低于国际标准， 洋品牌采取的是双重标
准， 即便洋品牌的低标准屡屡出问题， 依
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只要它不违反
法律， 谁也没办法。

蒋泽中说， 从消费者个人来说， 中国
消费者对洋品牌的消费偏好， 也纵容了洋
品牌降低标准， 屡屡做出一些损害中国消
费者权益的事情。

不过， 比起国内一些企业， 外企更注
重诚信。 因为外企生存环境比国内民企要
好， 它可以赚取高利润。 在能够赚取高利
润的时候， 企业心态相对好， 不会很急功
近利。

有专家指出， 洋品牌从 “超国民待
遇” 开始变成 “普通国民待遇”， 与中国
自有品牌同台竞争， 中国消费者应破除迷
信， 理性消费。

要杜绝洋品牌问题， 蒋泽中提出， 国
家提高相关标准， 同时也要改变我国对待
外企和洋品牌一贯宽松政策， 不给外洋品
牌降低标准的借口； 相关部门加大查处力
度， 对违法的外企和洋品牌要加大处罚力
度， 使得它们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洋品牌屡屡出问题被请下神坛， 对国
内企业是一个抢占市场的好机会。 蒋泽中
说， 竞争中， 如果国内企业更注重提高产
品的质量， 对消费者也是一个好消息。

拒做血铅检测：

污染地医院替谁掩耳盗铃

吴杭民

据3月27日《法制日报 》报道 ，在血
铅超标事件被媒体集中曝光后， 湖南省
郴州市有关方面曾要求全力防治。然而，
自此之后， 郴州市民却开始遭遇难以在
本地医院进行血铅检测的尴尬。 记者近
日在郴州调查采访发现， 当地不少医院
都明确表示不能进行血铅检测。对此，郴
州当地市民提出了质疑和不满， 认为此
举是典型的掩耳盗铃， 是对当地污染现
状的纵容和袒护， 既不利于当地孩子们
的健康成长， 也增加了家长们的医疗成

本。
就是在拒做血铅检测的郴州市， 几年

前因发生儿童血铅超标事件被环保部处

罚。 据了解， 郴州当地有两家污染企业，
环保部门曾先后10次发文责令停产， 但
是直到 “血铅超标” 事件爆发后才彻底关
闭。

如今 ， 郴州市的 “故事 ” 又令人关
切。 诺大一个郴州市， 多家医院的回答无
外乎： 要么说检测的机器坏了， 要么说没
有试剂， 要么则明确声称医院早已停止
了血铅项目的检测 。 难道在科技日新月
异的今天 ， 连做个血铅检测都是奢望
吗？ 拒做血铅检测 ， 其背后的指向 ， 不
是纵容包庇污染， 那又会是什么呢 ？ 禁
查 “血铅 ” 究竟为了谁———这个著名的

“中国有色金属之乡”， 有色金属产业在给
郴州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 环保问题也令

人担忧。
其实，在血铅超标事件成为一种令

人难以想象的“常态”事件后，血铅超标
检测， 顿时有了太深的奥秘和讲究。去
年9月，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血铅超
标事件里，很多家长就对给孩子指定医
院做血铅检测表达了强烈质疑， 因为，
在先前医院做检测时，血铅含量都高得
吓人 ，但指定医院的检测报告 ，很多都
“被合格 ”了！而且 ，想到其他医院再做
检测，却没有地方愿意接受，还是被推到
那家指定医院———这和郴州市禁查 “血
铅”，是多么地如出一辙！

郴州市掩耳盗铃的闹剧， 掩饰不住
当地不择手段对污染企业的纵容和袒

护， 更掩饰不了当地对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危的冷漠和罔顾，禁查“血铅”，更是
在封杀公民的健康知情权。

保监会提高代理机构准入门槛
本报北京3月27日电（记者李松涛）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发布通知，暂
停区域性保险代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设

立许可，暂停金融机构、邮政以外的所有保
险兼业代理机构资格核准。

据介绍，在我国保险市场上，区域性保
险代理公司占绝大多数。 这些公司注册资
本金大都低于200万元，受资本实力制约不
具备销售复杂产品的能力， 业务规模小且
主要集中在车险，产品同质性严重，容易导
致低层次无序竞争。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目前已超过19万
家，除13万多家银行邮政兼业代理机构外，
其他近5万家机构大多只代理机动车辆保
险。

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保险代理市
场存在“小、散、乱、差” 问题，已经严重影
响了保险市场的效率， 破坏了保险业的形
象，对此要进行综合治理工作，推动保险代
理市场的专业化和规模化， 严格控制增量
机构。

这位负责人表示，暂停上述业务，不仅
是因为要治理“小、散、乱、差”，另一个重要
的原因则是要建立健全保险市场准入退出

机制。 目前保险市场准入退出机制存在一
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相关规定较为原则，
各地政策尺度不够一致； 代理市场准入主
体实力不强、参差不齐，直接影响了代理市
场的秩序和效率。区域性保险代理机构，金
融机构、 邮政以外的所有保险兼业代理机

构是目前保险代理市场上问题比较突出、
反映比较集中的环节。

据介绍， 保监会计划通过三年左右的
清理整顿，对现有散、乱、差的保险代理机
构进行“关、停、并、转”，减少保险代理机构
的数量，推动保险专业代理机构兼并重组、
上市融资。引导、推动汽车销售和维修企业
等兼业代理机构转型成为保险专业代理公

司，探索银行、邮政代理保险业务专业化试
点。

对全国性保险代理（销售）公司设立分
支机构， 保监会将在审批过程中予以政策
倾斜。

据介绍，保监会将修订《保险专业代理
机构监管规定》，不再设置区域型保险代理
机构类别。 未来计划涉足保险代理业务的
单位或个人， 则需要申请设立全国性的保
险代理公司， 或者与现有的保险代理机构
建立合作关系。

减税改革关键在
简并增值税税率

李 宁

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郑建新26日在
解读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时表示， 对于
增值税改革后， 税率提高是否会加重企
业负担的问题 ， 今后将根据改革的需
要， 适时简并税率档次。 （证券日报3
月27日）

目前， 在上海试点的增值税适时扩
围改革， 对增值税营业税征税对象实际
上进行了重新划定。 从总体上能够降低
重复征税的情况， 但具体到一个企业和
纳税人， 就不一定能够降低企业税负，
带来减税改革效益。

报道称， 上海部分企业认为试点之
后税负不降反升就是一个例子。 之所以
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当前增值税改革
只是对征税范围的改革， 并未涉及税率
简并调整。 征税范围确定的前提下， 税
率才是最具核心的税收基本要素， 直接
决定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程度。

国税总局局长肖捷日前撰文指出：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 带动GDP增长约
0.5%， 即增长2350多亿元， 第三产业增
加值提高约0.3%， 带动居民消费增长
1%， 拉动出口增长0.7%， 同时直接带
来大约70万新增就业岗位。 而付出的代
价， 仅仅是全国税收净减收大概1000多
亿元。

这是官方首次详细测算增值税改革

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从这一相对权威的
测算数据来看， 增值税改革的确对经济
转型和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 要
达到上述要求， 除了将营业税合并到增
值税之外， 必须跟进的改革就是简并调
整增值税税率， 将减税让利的实惠让纳
税人看得见、 摸得着。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 增值税现行
税率有两个档次， 即17%的基本税率和
13%的低税率。 一般货物使用17%的基
本税率； 农副产品等涉及农民基本生活
用品的， 则享受13%的低税率。 另外 ，
对小规模纳税人按照3%是征收率进行
简易征收管理， 没有扣除上游环节缴纳
的税负 ， 部分产品实施6%的简易征税
率等。

上海试点增值税之后， 试点方案增
加了6%和11%的两道试点税率。 试点方
案确定交通运输业适用11%的税率， 研
发和技术服务、 文化创意、 物流辅助和
鉴证咨询等现代服务业适用6%的税率。

从上述税率档次来看， 目前增值税
基本税率明显偏高。 因为增值税征收，
是在一个完整的链条封闭式管理下进

行， 而且税负具有转嫁性。 这样增值税
应税产品不管流转多少个环节， 最后到
消费者手中， 至少要承担税率规定的税
收负担。 比如一件117元的商品价格中，
就含有17元的增值税， 中国商品所含流
转税税负高于欧美等其他发达国家。 农
副产品13%的低税率也相对较高。 上海
试点方案中确定的6%、 11%两档税率，
从试点企业的反馈来看， 也是较高的。

在增值税税率调整改革方面， 笔者
的建议是： 一是对非基本生活用品， 特
别是高端消费品税率不应调整， 比如烟
酒 、 化妆品类基本税率 ， 维持 17%不
变， 二是对于其他与生产生活紧密相关
的货物劳务， 应从目前17%的税率降低
到13%； 农副产品则从13%的税率降低
到10%以下； 三是对于营业税改正增值
税进行试点的， 应在试点的基础上适当
在降低1-2个百分点 ， 以降低企业税
负。

菜价与油价：短期不相关 长期不好说
新华社记者 陈 灏

近期 “破八” 的油价让市民叫苦， 而
同期出现的菜价波动也让部分业内人士将

二者挂起钩来 。 然而， 记者在调查中发
现， 影响蔬菜价格的主要因素是天气、 病
害和种植面积的变化， 油价上涨对蔬菜成
本直接贡献较小， 并不是近期菜价上涨的
主要原因。 但业内人士也指出， 油价上涨
对菜价的长期累积影响不可忽视。

菜价波动回落 供求仍是主因

在经历了四周的上涨后， 上周 （3月
19日至25日）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食用农产
品价格终于出现回落。 商务部27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 18种蔬菜批发价格比前一周下
降1.1%， 其中黄瓜、 茄子和油菜分别下降
9.3%、 8.1%和6.4%， 上海、 广州和天津分
别下降8.1%、 4.1%和2.1%。

对于前段时间部分菜价的上涨， 业内
人士和一些菜农认为， 其主要原因还是供
求关系， 特别是来自天气、 病害和种植面
积变化对产量造成了不利影响， 而近日菜
价的普遍回落， 则是因为天气转暖产量开

始增加。
种了三年大棚黄瓜的山东省苍山县菜

农杨茂龙认为， 天气和病害导致蔬菜减产
是主要原因。 “去年秋冬天气不好， 连着
阴雨天， 今年春天又冷得离谱， 大棚蔬菜
受很大影响； 再加上今年黄瓜病比较多，
病毒病、 灰霉病、 黑心病什么病都有， 产
量下降了很多。”

据杨茂龙介绍， 去年同期， 他3亩地
的黄瓜一次能摘1500到2000公斤， 但是今
年摘一次只有不到1000公斤。 保守估计，
摘一次要比以前少上500公斤。 “产量少
了， 价钱自然高了。”

种植面积波动也是当前菜价不稳定的

一大原因。 长期从事蔬菜经营的济南金乡
山阳贸易有限公司经理孟凡波认为， 去年
卷心菜价格过低 ， 导致部分农民放弃种
植； 而种植面积下降之后， 市场供应量出
现下滑， 必然会造成供求关系失衡， 并导
致菜价大幅上涨。

近日， 菜价在前期连涨几周后， 总体
已出现走低趋势。 北京一家在全国范围内
采购农产品的连锁超市负责人杜先生告诉

记者， 虽然近期有油价上涨等因素影响，

但是菜价一直是稳中有降。
据北京市物价部门的监测， 从3月5日

开始， 北京超市蔬菜零售价格从3月5日的
4.26元/500克上涨到3月18日的4.35/500克
元之后， 开始逐步回落， 到25日已经下降
到4.14元， 为两个月以来的最低值； 农贸
零售价格也在近期出现了回落。

油价助“涨”作用不明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油价上涨一定程

度上推高了蔬菜运输成本， 但是增长幅度
微小， 目前尚未直接反映到菜价上。

26日， 记者在山东省陵县陵城镇一蔬
菜批发市场见到了蔬菜批发商李天宝。 当
时， 他正在等待运输户来将他手头所剩不
多的西葫芦运往北京新发地蔬菜批发市

场。
李天宝告诉记者， 眼下一吨菜到北京

的运费是120元， 比去年冬天还降了10元
钱。 油价上涨之后蔬菜运输费用不升反
降， 是因为冬季给大棚运输棉被、 塑料布
和煤的货车现在生意量下滑， 转为运输蔬
菜。 虽然油价涨了， 但车多了， 价格也就
低了。 油价上调已经好几天， 但运输价并

没有出现浮动。
李天宝介绍， 这两天西葫芦的收购价

格是3.8元/公斤， 送到北京之后加价0.4元
卖出去， 才能保证不亏本。 “菜价涨跌是
根据市场供应量决定的， 跟油价没太大关
系。 同一种菜， 上得多了， 价钱就降下来
了； 上得少就贵。”

陵县蔬菜批发商张保利自己有一辆货

车， 他经常从陵县拉菜到河北衡水去卖。
张保利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从陵县运1.5
吨菜到衡水， 在油价上调之前来回的油钱
是200元左右； 现在油价涨了， 来回一趟
得230元， 相当于每斤菜多 “烧” 了一分
钱的油。

长期累积影响不可忽视

尽管目前油价上涨尚未对菜价构成影

响， 但是业内人士指出， 油价上涨的长期
作用不可忽视。

杨茂龙等人指出， 目前菜价尚处于高
位， 油价对运输成本的影响还可以消化。
而一旦菜价出现大幅度下滑或油价继续上

涨， 就可能出现农民、 市民 “两头叫苦”
的局面。

杨茂龙家里有一辆农用三轮车， 每次
摘下黄瓜之后， 他就开车送到市场上。 油
价上涨之前 ， 当地汽油价格是每升7.59
元， 20元钱的油可以跑三趟。 现在， 油价
涨到每升7.99元， 20元钱只够跑两趟了。
他说： “现在黄瓜一公斤4元多， 油价涨
一点无所谓； 但是每年4月份黄瓜价格就
会跌到1元/公斤 ， 那时候可能就吃不消
了。”

“油价对蔬菜的影响不只是运输一个
环节， 化肥、 地膜等农资都会受到影响。”
孟凡波说， “运输环节只加一分钱， 如果
化肥、 地膜也都加一两分钱， 累积起来可
能就是五六分钱了。 这对一些低价蔬菜而
言， 就不能忽视了。”

此外， 不断攀升的油价和劳动力成本
可能带来的种植成本提升， 会对农民的种
植积极性产生影响。 孟凡波认为， 当前劳
动力价格不断攀升， 如果油价上涨造成种
菜不赚钱了， 部分菜农可能进入劳动力市
场， 从而造成蔬菜种植面积的下滑。

对此， 他建议， 政府部门应当根据蔬
菜价格、 产地、 种植面积， 建立起相应的
预警体系。 他说： “政府部门可以根据季
节变化和生产地域、 种植面积以及油价、
生产资料 、 劳动力价格 ， 形成一个综合
的、 大致的农产品价格预报指数， 为农民
提供参考， 从而保证市场供应和价格的稳
定。”

据新华社济南3月27日电

3月27日， 行人
从杭州市内一处楼盘

的户外广告前经过。
浙江省统计局最

新数据显示 ， 2012
年1~2月， 全省商品
房销售面积为302万
平方米 ， 同比下降
51.3%， 延续去年下
半年以来降幅不断扩

大的趋势。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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