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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钱不要命”的话，治霾就难了

雪后的蓝天白云转眼即逝，北
方多数城市再次被雾霾笼罩。昨日，
济南、聊城、东营、滨州等多个城市
的空气质量达到了严重污染，德州
的空气质量指数已经到了“爆表”的
程度。山东省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
小组办公室已下发紧急通知，要求
各市做好相关应对工作。面对严重
雾霾，应急是必需的，仅靠应急又是

远远不够的。只有从生死存亡的角
度看环保和治霾，才能真正超越利
益分歧，从根本上治理雾霾。

在环保部公布的城市空气质
量排名中，济南连续两个月倒数第
一，促使济南市做出了“壮士断腕”
的动作，加快了污染大户济钢的搬
迁步伐。目前，公众看到的是还只
是一个时间表，至于济钢能否如期
搬迁，还要跨越很多障碍，其中费
用问题被舆论称为“拦路虎”。企
业搬迁不可能不算经济账，但是
污染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更应
该先算一算生态账和民生账，如
果最终还是因为钱的问题不能如

期搬迁，就真是“要钱不要命”了。
现在，一些地方和企业还习

惯用老观念看环保，总认为环保
少不了限产停产，甚至搬迁企业，
搞这些都是给地方经济做减法，
谁搞环保谁吃亏。实际上凡是严
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基本都存在
技术落后、管理落后的致命缺陷，
这样的企业不仅现在很难盈利，
今后能否生存都是一个问题，因
为环保法已经“长牙”了，不会再
纵容企业无视环境搞生产。

企业搬迁，并非简单的另起炉
灶，如果能借这个机会加快转型升
级，反而能抢占更有利的市场位置。

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企业只算
眼前账确实有压力，但是算长远账
却是晚走不如早走。当然，政府在运
用法律杠杆、行政杠杆的同时，也要
尽可能地使用经济杠杆，让那些愿
意搬迁的企业不吃亏，如此才能避
免搬迁产生的“后遗症”。

为治理日渐严重的雾霾，济南
市在11月连出大招，全城抗霾。所谓

“壮士断腕”，就是要坚决放弃“被污
染”的经济增长，以生态优先的理念
搞城市建设。在雾霾中煎熬的群众
对此有很强烈的期待，希望相关部
门言出必行，在从“小”抓起的同时
啃下污染大户搬迁的硬骨头。

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企业只算眼前账确实有压力，但是算长远账却是晚走不如早走。政府也要尽可

能地使用经济杠杆，让那些愿意搬迁的企业不吃亏，如此才能避免搬迁产生的“后遗症”。

从春运火车票“秒光”的现
象就可以看出，供给侧和需求侧
还是不平衡。

在全国政协委员、会计审计
学家张连起看来，眼下在很多领
域，需求比供给增加得更快，我
们面临的不是简单没有消费能
力或没有消费意愿的问题，而是
供给能否满足需要的问题。因此
必须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
尤其是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
务的供给。

一个社会的稳定向上，关键
在于社会主流道德的凝聚力和
社会主流舆论的约束力，最后才
是法律法规的公信力。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宏民
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主流道德
的凝聚力不够，主流舆论的约束
力不强，相当部分民众的心，尤
其是相当部分掌握公共资源人

士的心，游离在“习俗网”之外、
“法律网”之边缘，那么司法界一
定会忙碌不堪，法网也就不可能

“疏而不漏”，而会“密且多漏”，
短板效应显著。

如果审核的目的是为了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最优质的企
业上市，那么这种审核必然走向
失败。

在财经媒体人蒋飞看来，如
果IPO审核的手段是剥夺一部分
企业天然的资本形成的权利，那
么这种机制也天然地容易陷入
黑箱操作。由于金融的问题最后
多集中于信息不对称，因此审核
的真正目的，应当是提高信息披
露质量，有利于投资者作出更准
确的判断。

葛一语中的

企业“僵而不死”根源何在

□谭浩俊

近日，工信部发布通报，对吉林
通田汽车有限公司等14家车企暂停
车辆生产资质，并启动“退市”机制。
目前我国各类车企上千家之多，其
中相当一部分则是不能维持正常生
产经营，连续两年销量为零，且带有
国企背景的“僵尸车企”。(11月30日

《人民日报》)

那么，为什么明知是“僵尸企
业”，退出市场还这么难呢？要知道，
绝大多数“僵尸企业”都是用多少资
源、浪费多少资源、损失多少资源，
从而造成社会资源整体运行效率的
大大降低。如果这些资源运用到效
益好、资源利用效率高的企业，就有
可能形成更多新的社会财富。

很显然，地方政府是造成企业
“僵”而不死的首要原因。一方面，很
多“僵尸企业”是地方税收的主要提
供者。别看这些企业早已“僵尸”化，
但仍在大量消耗资源，税收还是不
断形成的。地方政府自然不愿意将
这些可以支配的收入放弃掉。另一
方面，“僵尸企业”也是地方居民就
业的主要提供者。特别像钢铁、水
泥、汽车等行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企
业，都承担着很重的就业任务。企业
出现亏损，是企业的问题，企业如果
关闭了，失业人员的安排就是政府
的问题了。不到万不得已，政府是不
会要求企业关闭或破产的。不仅不
要求其关闭，还可能会调度一切力
量，帮助其“僵”而不死。

不希望“僵尸企业”消亡的另一
大原因，就是银行。很多企业一旦退
出市场，就意味着银行贷款打了水
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银行在向包

括“僵尸企业”在内的地方企业进行
融资时，已经对风险进行了叠加，把
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互保、联保紧
紧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任何一家

“僵尸企业”的破产关闭，都有可能
形成连锁反应，引发区域性风险。纵
然地方政府有清理“僵尸”企业的想
法，也难免投鼠忌器。

这是否意味着对“僵尸企业”就
无计可施了呢？当然也不是。关键就
在于，在“僵尸企业”问题上，不仅需
要地方政府和银行做出努力，国家
在研究“供给侧改革”方案时，也要
充分考虑“僵尸企业”的市场退出问
题，制定有利于“僵尸企业”退出的
政策和制度。如企业之间的互保、联
保问题，就必须有新的政策，切断互
保、联保产生连锁反应的链条，让地
方政府和银行能够不需要承担区域
性风险压力。不然，无论是地方政府
还是银行，都是不会主动去解决“僵
尸企业”的问题的。

除此之外，约束政府对“僵尸企
业”的政策扶持和财力支持，也是让

“僵尸企业”尽快退出市场的重要方
面。特别是上市公司的“保壳大战”，
更是“僵尸企业”“僵”而不死的典型
代表。在进行“供给侧改革”过程中，
只要不是政策性企业，要严禁地方
政府对其进行补贴，倒逼企业做出
改变或退出市场。

由于“僵尸企业”对社会资源占
用的量太大、效率太低，若再不以有
力措施加以解决，将严重影响经济
结构调整与转型，影响经济增长方
式转变，影响社会资源利用效率的
提高。所以，必须借“供给侧改革”的
机会，把对“僵尸企业”的清理工作
放到突出位置，抓出成效。

养老保险要降低年轻人的吃亏感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人社部社
会保障研究所等五家机构近日联合
发布《2015中国职工养老储备指数
大中城市报告》。调查发现，基本养
老保险未覆盖人群主要集中于30岁
以下的年轻职工，比例高达20 . 1%；
而这一年龄段未参保人数占全部年
龄段未参保人数的70 . 9%。

社会养老其实就是年轻人养老
人的游戏，年轻人交钱养老人，等年
轻人也变老了，又用新生代的钱过
日子，一代养一代，代代相沿。假如
年轻人参与不足，基本养老保险成
了中老年人的“自娱自乐”，难以延
续。

年轻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率偏
低，“不想为”与“不能为”皆有。“不
想为”是因为头上没有白发，不着
急；“不能为”则因为袋中无闲钱，没
办法。以进城务工年轻人为例，工作
不稳定，收入也不高，哪有闲钱参加
养老保险？即使参保了，工作乃至居

住地频繁变更引起的养老保险续
保、异地迁移，也是一件麻烦事。精
于计算的人还发现，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虽风险低，收益也低。有专业人
士指出，如果参保者缴费不低，且未
能很长寿，那么从这种制度中的净
收益有可能是负数。

养老保险收益，应与缴费时间、
金额挂钩，降低年轻参保者的“吃亏
感”——— 或者缴费时间越长、缴费越
多，养老金越高；或者缴费时间越
长，需缴费用越低；透明度往往是制
度效率的决定因素，要让参保者了
解账户动态，看到养老金的正确流
向，而不是经常听到被挪用、贪污的
坏消息。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我国落户
时间还不算长，存在“不适感”在所
难免，但时间不等人，对于世界上老
年人口最多、且老龄化不断加速的
中国，要有制度完善的紧迫感。（摘
自《京华时报》，作者连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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