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府和政治的色彩。而这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没 

有一个真正市场化的独立的能源部门，就没有一 

个真实定价的能源，其结果，能源就总是成为经济 

发展中的“短边”。因此 ，如果不加快能源部门的市 

场化进程，它们就和土地 、资金一样廉价 ，投资需 

求的过热就还是会卷土重来。当前，面对着能源和 

运输能力的紧张，很多人把注意力放在了增加能 

源和运输的产能上了，这并不错。但是，一个更基 

本的问题是，我们能否让经济发展建立在更有效 

的能源利用基础上呢?只有这样，我们的发展才更 

可持续，而阻止能源浪费和改善对能源利用效率 

的主导力量是市场不是政府。 

(海昌摘自《上海证券报》2004年8月14日) 

政府调控的着力点应是抑制 

行政性重复建设 

谢 瑞 

1．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规范政府行为、 

理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抑制行政性重复建设，不 

能简单地靠强化行政审批，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作用，减少政府对经营性活动和一般竞争性领域的 

直接参与，努力创造和维护一个有利于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 ，尽可能避免企业由于重复建设造成的损 

失，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买单的份额。 

2．鼓励和支持行业 中的优 势企业兼 并重 

组 ，做大做强。加强重点行业产业集中度，用大企 

业挤掉那些不符合产业政策 、环保要求 、低层次 

重复建设的小企业。同时，要通过技术标准、环保 

标准等限制随意进入。 

3．加快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行政性重复 

建设根源于现行体制下的政府行为，改革政府投 

资体制首先是规范政府的投资领域 ，将政府投资 

明确限定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领域 ，一 

般竞争性领域原则上不投资。大型的基础设施和 

公共设施项 目应更多地放宽投资主体进入 的限 

求信息的定期发布制度、产业预警制度。 

5。抓紧制定并完善行业准入的技术 、质量 、 

环保 、安全 、能耗等标准 ，严格市场准人制度。对 

无生产许可证 、质量低劣、污染严重 、危害人民健 

康的企业 ，坚决依法淘汰和关闭。 

6．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 ，强化对土 

地使用的审批和监督 ，制止违反规划批地和超规 

划用地 ，严肃查处违法违规侵占农 民集体土地的 

行为，清理和整顿各类开发区。 

(徐摘自《经济纵横》2004年第7期《应区别对 

待我国的两种重复建设 问题 》) 

我国民营经济金融化与 

经济结构调整 

王 芳 

我 国民营经济的金融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民营资本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渗透至 

金融体系的各个环节 ；二是 民营产业资本正积极 

通过民营金融机构促进产融结合的发展道路。民 

营资本大举进入金融业 ，有通过金融投资谋求高 

额利润、回避政府部门对民营资本投向的诸多限 

制等客观原因，但从参股到控股 、从分红股东到 

管理股东 、从非银行金融机构到染指商业银行的 

演进过程 ，暗示了民营资本寻求产业与金融合作 

的本来打算。事实上，探索产融结合发展模式的 

不单是民营资本 ；这种想法也不单存在于中国的 

企业。世界500强企业中，大约80％都成功地进行 

了产融结合的运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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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萌芽于传统产业中劳动密集型行 

业的民营部门向金融领域的扩张 ，意味着民营部 

门内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进而改变了实际经济 

与金融经济的力量对 比。随着金融成分对生产力 

发掘和激励作用的逐步显现 ，民营经济 自身将在 

稳健的转型升级中不断壮大。于是 ，民营资本的 

进人必然为传统垄断的金融业带来若干全新变 

化。一方面，它为具体金融机构的资本结构和治 

理结构注入新生力量 ，从而为提高金融机构的经 

营效率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 ，民营资本的渗透 

也造成了金融体系内部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而多 

元化经济成分的出现既是对垄断的公开挑战，在 

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也为金融经济进一步市场 

(上接第7页) 

用信息披露制度，使信用信息真正成为一种有制 

度保障的资源。同时 ，要加大监管力度，褒奖守 

信 、惩戒失信 ，把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落到实 

处。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应根据信用等级，对食品 

生产经营企业实行分类监管 ，建立红 、黑名单 ，对 

长期守法诚信的红名单经营企业给予宣传 、支 

持 、表彰 ，并在证照年检 、质量抽检 、出口报关等 

方面给予便利，建立长效保护和奖励机制。对严 

重违反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制假售假严重的黑名 

单失信企业 ，实行重点监管 ，以警示 、公告 、取消 

市场准人 、限期召回商品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等方 

式进行惩处。 

(三)加强食品流通领域的监管。 

质量是食品的生命 ，要加强食品产品质量监 

管 ，特别是严把认证关 ，加强对获标产品的质量 

监管 ，打击制售假 冒伪劣食品行为 ，这既是对消 

费者权益的保护，又可确保优质食品的质量信 

誉。按国际通行规则 ，只要被发现一次严重食品 

造假售假行为，就应将其永远逐出本行业。要全 

面落实市场巡查制度，严格实行不合格食品退市 

制度 ，强化食品安全标识和包装管理 ，坚决堵塞 

食品流通领域的监管漏洞。进一步理顺监管部门 

职责 ，将动检、质检、卫生 、工商 、商贸等执法部门 

化、层次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金融毕竟不同于一般产业。在强调民营化 

所带来的效率提高的同时，绝不能忽视金融部门 

集中、经营风险的特殊职能以及金融对社会经济 

稳定所具有的外部性特征。许多产业资本进人金 

融领域只看到了融资的便利条件和回报 的可观 

前景，却很少为多元化企业发展战略在跨行业协 

同效应以外可能产生的盲 目扩张 、风险聚集、掣 

肘消耗等负面影响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样的“产 

融结合”显然对微观经济主体经营乃至宏观经济 

运行都是危险的。 

(海昌摘自《金融研究》2004年第8期《经济金 

融化与经济结构调整》) 

承担的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任务合并，建立统一的 

食品监管部门，并赋予更高的权威 ，全过程负责 

食品安全质量监管 ，这样 既能有效精简行政机 

构 ，又能克服政出多门、各 自为战的局面。严格依 

法行政 ，切实加强基层执法队伍建设 ，做到严格 

执法 、公正执法 、文明执法。建立严格的食品安全 

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对于已经发生的食品 

安全事故 ，对当事人要严肃查处 ，加大对造假售 

假者的处罚力度，令其无力再生 ；对其上级主管 

部门要实行责任追究制度，让那些没有认真履行 

执法责任的失职人员也承担相关责任。要高度重 

视做好食品安全宣传和监督工作 ，充分发挥新闻 

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既要继续揭露 、曝光食品 

安全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又要大力宣传优质食 

品、优 良品牌和优秀企业 ，普及食品安全知识。而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管好 自己的嘴巴，看紧 自 

家的厨房 ，把好最后一道关 口，实际上也就等于 

坚守住了食品安全的最终防线。 

总之 ，食品安全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 

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存亡。要将食品生产 

各个环节的自律与社会的依法治理结合起来，通 

过各方努力 ，综合治理 ，从根本上杜绝食品生产 、 

流通和消费领域中所出现的各种危害人身安全 

的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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