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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召开

提高劳动者收入最受关注
累计诉讼标的额超净资产

ST海龙
深陷重重丑闻

本报济南2月13日讯
(记者 马绍栋) 对于鲁
股ST海龙来说，近期可
谓“祸不单行”。8日刚刚
爆出1 . 29亿新增逾期贷
款，12日又公告称其累
计诉讼标的额至少已达
1 . 6 2 亿元，共有 7 家单
体公司牵涉诉讼事件，
达到了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102 . 92%。庞
大的债务黑洞、持续恶
化的财务状况，让这家
曾经是化纤业龙头的公
司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经
营困境。

根据公告披露，共有
7 家单体公司牵涉诉讼
事件，其中包括母公司山
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及
旗下山东海龙置业有限
责任公司、新疆海龙化纤
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由
于公告并未披露其中一
件借贷纠纷的利息额数
据，因此以其借款本金
6000万元计算，累计诉
讼标的额至少为1 . 62亿
元，占到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102 . 92%。其
中，牵涉的诉讼标的额最
高的为母公司山东海龙

股份有限公司，达到近
1 . 12亿元，山东海龙置
业有限责任公司也应在
上述借贷合同中承担共
同借款责任而被同时牵
连进6000万的借贷合同
诉讼中，而新疆海龙化纤
有限公司也以近3500万
元的诉讼标的额“紧随其
后”。

此次再爆出的高昂
诉讼额再次引发投资者
对ST海龙未来走向的关
注。根据ST海龙发布的
2011年业绩预告，公司
报告期内预亏达 1 0 亿
元，作为ST海龙的实际
控制人，潍坊市政府对
这家曾经的化纤业龙头
可谓尽心尽力。为了维
持企业的正常经营，潍
坊市国资委注册成立了
潍 坊 恒 和 置 业 有 限 公
司，日前已与ST海龙签
订委托加工协议，以代加
工的模式保障其供销。但
在重组方面，拟与中国恒
天的合作在数月过后却
没了下文，仅得到了恒和
置业的暂时“输血”，重重
丑闻下，ST海龙的去向
仍有待观察。

本报讯 2月13日，中国
经济50人论坛2012年年会在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
次年会的主题是“2012的机
遇与风险——— 世界的动荡与
中国的发展”。

面对世界经济的动荡

下行，中国经济该向何处
去？在 1 3 日举行的中国经
济 5 0 人论坛上，与会的中
国经济界知名学者普遍认
为，增加居民收入，真正启
动消费内需，是中国今后
抵御经济衰退，实现稳定

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13日，吴敬琏、茅于轼、

余永定、龙永图、朱云来、许
小年、夏斌等经济学家齐聚
一堂，共话2012经济的风险
和机会。其中，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乏力、房
地产价格居高不下、通胀压
力逐年增加，其主要原因在
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
仍然靠政府投资拉动，带来
的问题是国富民穷，劳动者
未富先老。

经济学家吴敬琏：“现在社会矛盾尖锐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相比
企业和政府储蓄和收入，劳动者的收入比重降低。分配的结构是由生
产的结构决定的，要让劳动力变成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让他们的
收入提高，就需要我们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中国
经济未来要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和投资双拉动，
其中居民收入的增长，需要一系列的改革，需要
一系列政策的调整。“这其中既能提高居民收入，
又能拉动消费的商贸业和服务业要获得更大的
发展。而且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社会
和人均财富的增长一定要跟上。”

原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对于中国将如何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提高居民收入，中国除了继续推进经济改
革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推动就业增长和改善企业融
资难等问题仍十分严峻。不过，中国将不会为刺激经济
增长过度放松信贷规模，也不会复制 2008年那样 4万亿
元人民币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

本报记者 崔滨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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