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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说会

“逢车改必叶青”
叫人如何不疲劳
翻某媒体 “两会特别报道” 写公

车改革的新闻， 一边读一边想， 后面
的专家分析千万别又是采访叶青， 果
然， 记者没写几句， 就写到了叶青，
大段引用了叶青关于公车改革的观

点， 又顺便把叶青 “上班第一天就革
了自己公车的命” 的故事讲了一遍。

叶青讲得再好， 看多了难免也感
单调； 叶青对车改研究再深， 每年的
两会报道、 每次遇到车改都一窝蜂地
去采访叶青， 也难免会让人疲劳。 近
十年来的两会报道， 差不多已经到了
“逢车改必访叶青” 的地步， 叶青当
了两届全国人大代表， 每年全国两会
都是媒体追访的明星代表， 接不完的
电话和做不完的访谈。 如今不当代表
了， 依然是不在场的两会明星。

浏览两会报道， 不仅是叶青， 可
以看到很多熟透了的老面孔； 不仅是
“逢车改必叶青 ”， 还有很多类似的
“两会百搭 ”。 比如 ， 逢教育必葛剑
雄， 还有逢医改必钟南山。

葛剑雄、 钟南山、 叶青等人， 年
龄不同， 却可以算是一代的 “议政明
星”， 他们撑起了一个时代的两会舆
论场。 让人无法乐观的是， 那一代人
快谢幕了， 可新的“议政明星”并没有
迅速涌现。这种青黄不接可以从“逢车
改必叶青”、“逢教育必葛剑雄”、“逢医
改必钟南山”看出，新人不给力，两会
老面孔不得不撑场面。

另一个让人忧心的问题是改革的

步子迈得太小， 问题依旧， 面孔也会
依旧。 今天的车改， 虽然比10多年前
叶青刚接触车改时有了进步， 但步子
不大， 并没有出现新的典型， 叶青10
年前关于车改的观点并没有过时， 依
然是那些问题， 依然是那些常识， 叶
青所要做的， 不过就是重申那些10多
年中不断重复的常识。 葛剑雄之于教
改， 钟南山之于医改， 都是如此。

两会老面孔

背后是中国老问

题。 改革需要加
速度， 骨头需要
使劲啃， 两会新
面孔的指数 ，是
改革活力指数的

一种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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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参加山东代表团讨论

大家的发言都有种改革的迫切
本报记者 刘世昕 白 皓

一条改革的红线贯穿了本届政府的首

份政府工作报告。3月6日上午，在山东团讨
论政府工作报告的全体会上， 从省长到市
长，从企业家到科学家，发言的话题不约而
同都与改革相关， 一些问题甚至已经触碰
体制、机制深层次矛盾。

作为山东团的代表，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也参加了这场讨论。

全国人大代表、 威海市市长张惠印象
最深的是，代表发言的过程中，李克强不时
会插话追问细节。她记得，济南市市长杨鲁

豫说到产业结构调整时，总理就数次发问，
一次是问黄标车的问题怎么解决， 一次问
青岛有没有雾霾。

“看来总理很关心空气质量的问题”，
张惠说，轮到她发言时，她首先告诉总理，
威海的空气在山东最好，很少有雾霾。

后来总理说，威海再好，济南也搬不过
去。还特别强调，雾霾已经是当下的焦点问
题，要下决心解决。而且解决起来不能等风
靠雨，还得主动做，像济南市长所说的那些
整顿小锅炉、淘汰黄标车之类的措施，都是
为了好天气。

张惠说， 大家的发言都有一种改革的

迫切。对威海来说，近海的渔业资源急剧减
少，迫切需要发展远洋捕捞，但政策上有很
多限制。最简单的一点，远洋捕捞很辛苦，
越来越招不到人， 国家能不能许可招外籍
员工，哪怕先从试点开始。

对海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厚健来

说， 最亟待解决的是政策能对国有企业的
股权激励机制进行松绑。

据现场的代表回忆，总理说，他深知国
有企业还被一些条条框框所限制。 海信之
前是敢闯敢干， 在现有框架下采取了一些
办法， 但再往下深入的时候还是要靠政策
松绑。现在急需的是对政策进行调整、进行

改革，让更多企业放手去干，更多科研人员
放心去创造。

山东大学热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程林则希望， 国家能让基础研究领域的科
学家安静做研究。

他没想到， 总理也专门回应了他的建
议。李克强坦诚地说，政府本不应该对科技
的研究定出边界， 可是科技投入往往划定
了边界，对一些成长性的科技创造，在支持
服务方面比较弱，这些体制机制如何创新，
科学家要建议，政府部门也该认真思索。

整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全面推进大
病医保是近期中央政府连续推出的社会保

障政策。 山东省省长郭树清说， 在这两方
面，山东已经交出答卷，特别是农村的大病
医保统筹让农民很满意。

总理紧接着郭树清的话头说， 农民高
兴了， 政府还需要在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
问题上继续作出努力。

一位代表说， 总理的插话直接切中社
保问题的深层次矛盾，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就是当前社保制度改革中的硬骨头， 涉及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 资金筹措等多方
面的难题。李克强说，山东是经济大省，应
该带头着力改善民生， 做好养老保险的改
革，让人民得实惠。

和总理握手的时候，全国人大代表、东
岳集团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永明给总理递

上一封信， 他说，“您2008年去过的淄博市
桓台县黄家村，乡亲们听说我来北京，托我
捎来一封信。”

据现场的人回忆，李克强接过信来，笑
着说：他记得当时还和一位崔大姐聊天，她
当时说她的梦想，就是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张永明说：“对， 现在崔大姐他们想把
自己的喜事告诉您， 他们住上了楼房， 村
里还修起了养老院。”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住建部副部长：

房市不会全崩盘
局部地区要警惕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记者张国） 全

国政协委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仇保兴今天在政协小组会上澄清了一条

与他有关的 “假新闻 ”。 他气愤地说 ，
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称他讲过 “房产泡
沫今明两年内要破 ”， 事实并非如此 ，
这样报道是 “蛊惑人心”。

仇保兴郑重向记者声明， 自己的观
点是： 中国不大可能出现日本式的房地
产危机。

他分析， 日本房地产发生危机时，
城市化率达到70%， 进城人口突然减
少， 楼市失去支撑， 再加上金融机构放
任房地产贷款， 出现全民炒作房产， 东
京都一地的房地产超过了美国好几个

州， 因此形成了巨大泡沫， 房价硬性下
跌。 而中国距此 “还有很长距离”。

仇保兴说 ， 中国现在房地产市场
的分化很严重 ， “大概十多个城市的
房价收入比超过了10， 但是绝大多数
城市现在房价是在下跌 ， 这样一种分
化的现象将来会越来越严重”。 按照城
镇化的规律来讲 ， 中国房市在十年内
不可能出现全面的崩盘 ， 而且李克强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三个一
亿人 ” ———促进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落

户城镇 ， 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
户区和城中村， 引导约一亿人在中西部
地区就近城镇化。

他同时强调： “但是局部个别地区
如果不注意调控， 那可能会出现像鄂尔
多斯、 温州、 海南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
注意。”

部门法规打架 企业遭殃挨罚
有些公务员“拿起电话就可以训你，拿起单子就可以罚你”

本报记者 张 国

全国政协委员、 太平洋保险集团董事
长高国富今天在政协小组会上讲了一个令

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去年年底， 他下属的
一个省级分公司受到发改委处罚 ， 罚金
2000多万元， 原因是 “垄断”； 而 “垄断”
的原因是， 当地保监局要求该分公司签署
一个价格自律协定， 要求不能打价格战。

“不签 ， 保监局要罚我们 ； 签了以
后， 发改委要罚我们。 左右不是人！” 高
国富说， 公司派人去发改委申诉， 领导们

也很同情， 但强调这是典型的垄断。 最终
他们接受了处罚。

高国富说， 相信这种情况其他公司也
会碰到，“有时候政府部门的这些政策，各
自限于一个小圈子， 没有站在国家层面上
来宏观思考，使得具体政策打架，一打架以
后，企业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一罚罚光了。”

不约而同， 在另一个会场， 交通运输
部原副部长高宏峰委员也指出了部门利益

法制化的现象， 他觉得， 有些改革拖了很
长时间， 迟迟难以进行， 改革必须要提高
决策层次， 要有一个强力部门或者高层次

的领导来统筹。
高宏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我们现

在很多法规是一二十年前由各个部门制定

的。 当时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
法规一定下来， 就把好多部门的利益固化
了。 比如民航法还是在民航局政企合一的
情况下产生的， 不适应市场化的今天。

他说， 在我们国家， 有时 “越是没人
管的事情发展得越好”， 比如快递业起初
没人管， “呼呼就这么干起来了”， 全国
快递数量去年达到92亿件， 今年可能会达
到世界第一。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原总裁杨超委员

说， 政府审批项目多， 干预项目多， 市场
主体无所适从， 自己在这方面体会很深。
他曾在欧洲、 香港等地任职十余年， 当地
政府部门从来没有找他开过一次会， 也没
有收到一次政府的红头文件。 他觉得， 现
在我们的会议、 文件还是太多。 他有个美
国朋友在华工作多年， 回美国后告诉他，
自己在中国时的一大苦恼是， 公司一年会
收到100多个政府文件， 还要被监管部门
叫去开会。

杨超还表示， 自己在欧洲和香港任职

时， 从未收到过罚单。 回国主管中国人寿
以后， 动不动就收到罚单， 企业需要反思
自己的工作， 但是政府部门也需要对此反
思，要像李克强总理指出的那样，在优质服
务中体现监管。他在英国工作时，监管方通
过审计人员提醒他们： 你们公司资金都在
一家银行，“我给你一个建议”， 这不太安
全。资金至少要分放在三家大银行。杨超感
慨，这才是真正的监管和服务。反观我们有
些职能部门公务员，“拿起电话就可以训
你，拿起单子就可以罚你”。

听了这番话， 在场的中国人民银行副
行长潘功胜插话了： “您讲的我有同感。
现在很多法律的规定比较宽泛， 给有些部
门留下了很强的空间， 它可以用这种文件
的形式来强化它自身的权力， 这的确是一
个问题。”

潘功胜继续说： “我觉得人民银行在
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的周行
长思维比较市场化……” 他还没说完， 就
被旁边另一位委员的话打断了： “哪个部
门也没说自己做得差啊 ！ ” 全场哄笑 。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1% 小微企业借贷却越来越难

钱都去哪儿了
本报记者 林 衍

去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

12.2%， 其主营业务利润却只增长4%， 这
说明什么？

去年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4.1%， 小微企业借贷却越来越难， 这又
说明什么？

3月6日上午， 在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
论政府工作报告的现场， 全国政协委员、
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的面前摊开摆放着许

多材料， 有政府工作报告、 计划报告、 预
算报告， 以及一份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 与其他代表通常愿意大段
标注不同， 他用红笔在材料上圈出了许多
数字， 就连材料上的空白处也被他写满了
用来计算的数字。

“既然总理讲问题导向， 我们就应该
认真研究，而通过数字来分析，可以发现一
些深层次的问题。” 在上午的讨论结束后，
李毅中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

他首先提到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

润增长 ， “增长12.2%， 这个数字不错 ，
确实不错， 但打开一看， 主营利润只增长
4%， 这就奇怪了， 是什么意思？”

“不少工业企业都去搞房地产、 搞金
融衍生品这样的副业去了，不搞主营业务，
搞实业亏损。” 李毅中将这一现象称之为
“脱实向虚”。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工信

部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发现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的税负是7.8%， 各种费用占成本比例
是4.05%，都加起来接近12%，“就是说这些
企业每挣100块钱就有12块缴了税费 ，如
今，不仅社会资本不往实体经济投了，就连
实体经济自己的资本也在外流。”

“要支持实体经济， 改革措施力度够
不够？ 不要光看12.2%， 要真正提高我们
国家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效率， 一定要
把主营业务的利润率搞上去， 不然会有大
问题。” 李毅中对记者说。

被他拎出来向记者解释的数字不止于

此。 他用红笔圈出的另一个数字是71.9万
亿元， 这是人民币去年各项贷款余额， 比
前一年新增了8.89万亿元。 李毅中计算了
一下， 增长率是14.1%。

“但为什么增长这么快中小企业特别
是小微企业还是觉得贷款难？ 钱到哪里去
了？”

在李毅中看来， 首当其中的就是房地
产的过度扩张， “去年房地产开发的贷款
同比增长了33%， 要知道整个人民币贷款
（余额） 也才增长了14.1%。”

“再有就是过剩产能，落后产能，它不
能退出市场，银行和政府都不希望它破产，
就只能撑着，政府负债，城市盲目扩张以及
基础建设也占了大量资金， 最后是银行资
金的体外循环。”李毅中进一步解释道。

此时， 会场的代表已经先后去餐厅用
餐， 而69岁的李毅中谈兴正浓， 他将本已
装入公文包的一些材料又重新拿了出来。

“钱就是这么被占住的， 有一句话叫
水到地头干， 苦就苦在最后的中小企业、
小微企业， 只好向地下钱庄， 影子银行去
贷款， 实在难以承受， 苦不堪言。” 这位
老部长随即引用了总理李克强在昨天政府

工作报告中的表述， “让金融成为一池活
水， 更好地浇灌小微企业、 ‘三农’ 等实
体经济之树”。

“一定要调整现在的结构， 否则等轮
到小微企业了， 水也没了。” 李毅中直言。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3月6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会，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 （左）、 副部长张少春 （右） 就 “财
税体制改革和财政工作” 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楼继伟表示， 今年财政部将推进环保税、 房地产税立
法， 个人所得税将改为综合所得税， 预算公开逐步推进。 本报记者 陈 剑摄

3月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会，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向记者挥手致意。当日，韩长赋就“扎实
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当问到“是否会吃转基因食品”时，韩长赋表示，“我
现在也在吃转基因原料加工的食品，具体来讲就是豆油。” 本报记者 陈 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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