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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修订案即将上会

注册制最快10月落地

高中公用经费标准确定

每生每年最低900元

本报济南3月4日讯（记者 王
茂林 通讯员 孔进 严文达）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近日，山
东制定出台了普通高中学校生均公
用经费拨款标准，确定普通高中公
用经费最低拨款标准为每生每年
900元。

根据近日省财政厅、省教育厅
联合下发的《关于普通高中学校生
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有关问题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综合考虑我
省普通高中学校日常办学成本、财
力保障及逐步取消择校费造成的收
入减少等因素，将生均公用经费最
低拨款标准确定为每生每年900元。
该标准为财政拨付的公用经费，不
含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收入。各地原
拨款标准高于省定拨款标准的，不
得降低标准。以后年度，省里将适时
提高公用经费拨款标准，建立公用
经费正常增长机制。

本报讯 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
长桂敏杰日前表示，《证券法》修订
草案会在“两会”后提交人大审议，
预计年内即可完成，对股票发行注
册制年内推出表示预期乐观。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吴晓灵称，《证券法》修改已经列入
今年人大的立法计划，根据立法安
排应该会在 4月份进行一审，一审
之后，修订案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意见征求完毕之后，会进行二
审、三审。

“如果顺利的话，我认为最快应
该是10月份就可以完成三审通过。”
吴晓灵表示，若在这个过程当中，注
册制改革有需要，在立法方面也可
以做一些“特殊的安排”。

《证券法》修订进度实际上已经
晚于预期。在2013年底，证监会主席
肖钢曾表示，全国人大已经把《证券
法》的修改列入了立法规划的第一
类项目，“也就是条件比较成熟、本
届人大需要完成的项目”。

（宗禾）

增速降低外资转移，地方面临偿债高峰

经经济济发发展展直直面面五五大大““当当下下之之问问””

一问：中国发展是否会跌入“第二梯队”？
２０１４年，中国７．４％的经济

增速创２４年来新低。与之相伴，
近期不断有国际机构和境外媒
体预测，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７年印度将
超过中国成为全球增长速度最
快的主要经济体。“从增长速度
上看有可能，但没什么可惊讶
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
院副院长李扬说，印度和中国

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世界经济所所长陈凤英看
来，“从增速上看，印度在不远
的未来肯定会超过中国，但在
经济总量上，二者并不具备可
比性。”２０１４年，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达到６３.６万亿元，折合１０.２
万亿美元，相比之下印度国内

生产总值只有２万亿美元，相当
于中国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

“中国经济已经过了单纯追
求速度的阶段，更要追求增长质
量。”李扬说，中国需要摆脱速度
情结，告别换挡焦虑，用平常心
看待发展速度，更注重经济提质
增效，力争在经济发展质量上进
入世界“第一梯队”。

二问：中国市场吸引力风光不再了吗？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

２０１４年第四季度国际收支数据
及全年国际收支数据中，资本
项目出现四季度９１２亿美元逆
差和全年９６０亿美元逆差。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
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

民说，去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
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有其偶然
性，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尽
管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但我
国市场潜力巨大，基础设施完
备、产业配套能力强、投资环境
能力良好等综合竞争优势仍然

明显。
“总体来看，撤出中国的往

往是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环
保要求低等传统优势赚钱的外
企。这说明中国转型升级开始
倒逼外资优胜劣汰，进入高端
投资时代。”黄泽民说。

三问：中国会出现“地方政府破产”吗？
中国财政收入现２３年来

最低增速、土地出让金增幅罕
见大跳水，全面清理地方融资
平 台 、地 方 债 务 进 入偿债高
峰……２０１５年，随着中国经济
增速的放缓，中国地方债风险
有可能上升，成为西方一些国
家“唱空”中国经济的重要理

由。
当前在国际上，一般用负

债率来衡量一国债务风险，公
认的警戒线为国债余额占ＧＤＰ
比重不超过６０％。２０１３年６月
底，全面审计摸底出的全国政
府性债务规模超过２０万亿元，
其中地方政府性债务超过一

半，占当年ＧＤＰ比重约为３４％。
“总体看，中国债务在可控

范围之内，即便是偿债高峰，也
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全国
人大代表、山东省财政厅厅长
于 国 安 说 ，控 制 地 方债务风
险，最关键的是要把新增债务
控制起来。

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奋力转型的当下中国，吸引了国内外更多的聚焦和疑问。直面这些“当下之问”，
有助于我们认清前行的路径、发展的家底和前景。

春节前后，关于中国赴日
游客抢购马桶盖和电饭煲的新
闻意外地成为热点，甚至引起
大家对“世界工厂”为何做不好
一个小小马桶盖的反思。

因为工作的关系，辽宁省
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经
常出国参加学术活动，这两年

他发现了国外市场上鞋类、衣
服 、玩 具 等 低 附 加 值 商 品

“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少了，来自越南、印尼等东南
亚国家的多起来了；而国内一
些知名品牌在外国电子用品
商店里亮相的越来越多，一些
国家领导人甚至在演讲中频

频提及中国在高铁、核电等高
端 装 备 制 造 业 方 面 的成就。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了中
高端，靠低成本竞争的时代正
在过去。具有高科技含量、高
附加值产品正在不断改变着

‘中国制造’的形象。”梁启东
说。

四问：“中国制造”被小小马桶盖打败了吗？

五问：反腐败拖累中国经济发展吗？

反腐高压态势之下，社会
上也出现了一些言论，说饭店、
酒店生意大受影响；说干部都
不敢做事了，结果影响了地方
经济发展……

但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

示，去年全国餐饮收入增速回
升到９.７％。适合老百姓家庭消
费的餐厅顾客盈门。

对于反腐造成一些官员不
敢作为、不愿作为的观点，全国人
大代表、上海市松江区区委书记

盛亚飞认为这完全是“牛头不对
马嘴”，“如果还有官员认为拿了
好处才能办事，那就要坚决把这
些人从位置上拉下来。”盛亚飞
说，现在一方面要治贪，另一方面
也要治懒。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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