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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企把餐馆开到圣彼得堡

山山东东人人带带来来的的除除了了鲁鲁菜菜还还有有勤勤奋奋

“你好！”是中国人打招呼的普遍方式，但在记者下榻的酒店，
服务员见我们是中国人，也会来一句“你好”。在圣彼得堡，“你好”
这两个字还和舌尖联系在了一起。5月10日，本报记者和两位山东
老乡在圣彼得堡颇有名气的你好中餐厅，聊一聊在异国他乡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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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李师胜 高寒
发自圣彼得堡

点20串烤鸡胗上100串
语言是最大障碍

王通今年36岁，一身休闲
西装，身材瘦削，乍一看，很难
把他跟厨师的角色对应起来。
不过，他已是圣彼得堡9家中餐
厅的行政主厨。

“在聊城上完大学，到北京
工作了9年多，2014年初来到这
家中餐厅当厨师。四年多来，在
这里娶了媳妇，孩子也一岁半
了，就打算在这里生活了。”在
圣彼得堡丰坦卡河边的你好中
餐厅，来自山东聊城的王通聊
起了自己在圣彼得堡的故事。

刚来语言不通，虽然后厨都
是中国人，服务员却是俄罗斯
人。客人点餐和各种口味需求，
需要服务员告知厨师。为此，也
闹过一些笑话。一次他在餐厅招
待一名来自家乡的客人，跟服务
员说一人来10串烤鸡胗。服务员
听成了一人60串，就说没有这么
多了。王通说，那就有多少来多
少吧。结果，就上了100多串鸡
胗。当时他俩对着满桌的鸡胗很
尴尬，一顿饭光吃鸡胗了。

王通笑着讲的这个故事，却

是工作生活中语言不通带来困
扰的一角。

近些年，中餐开始在俄罗斯
流行。在丰坦卡河的你好餐厅周
围，就有八家中餐厅。王通所在
的你好中餐厅在圣彼得堡颇有
名气，基本是当地中餐系列的第
一名。经过四年多的总结，王通
把住了俄罗斯人的味蕾。俄罗斯
人最喜欢吃糖醋和酱香的山东
风味的菜，这两种菜在餐厅中卖
得最好。而且，餐厅里用筷子的
俄罗斯人也越来越多。

曾在中俄间做外贸
后来转向餐饮

这家你好中餐厅也可以说
是一家“山东企业”。投资方是
圣彼得堡一家由中国人创立的
名叫SBI的公司。SBI公司是由
圣彼得堡当地华人王国钦同山
东寿光的东宝投资公司共同创
建，山东东宝占股55%，居于控
股地位，而公司具体事务由78
岁的副董事长王国钦负责。

寿光人李文卿是SBI在俄
运营管理人员。他介绍，目前你
好中餐厅系列有9家，六家中端
系列的你好餐厅，第七家6月份
投入运营，一家高端的名为俄罗
斯北京餐厅，还有水饺外卖系列。

说起与山东的缘分，副董事

长王国钦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
作为老师来到成立不久的齐鲁
石化讲课。1993年，王国钦结束了
在河北高校的任职，带着三四万
元来到俄罗斯。从事90年代初中
俄两国间非常普遍的外贸。

而他在俄罗斯的生意，也
离不开山东。“我从济南第一毛
巾厂、滨州毛巾厂、青岛的喜盈
门这些厂子批发了纺织品，拿
到俄罗斯去卖。”

王国钦代表了第一批前往
俄罗斯投资的中国人。但随着
后来卢布价值的波动，包括王
国钦在内的不少人也赔了钱。

“在俄罗斯赚到了卢布，拿回国
想换回美元和人民币了，发现不
值钱了。”就这样，王国钦才将目
光转向了餐饮和房地产开发。

中俄之间交流加深
对赴俄投资企业利好

你好中餐厅在圣彼得堡的

快速发展，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中国资本在俄罗斯的拓张。
作为一个资本相对缺乏的国家，
俄罗斯对本国和外国资本持欢
迎态度，而人民币与卢布的直接
兑换，无疑让更多的中国资本更
方便地进入俄罗斯。

谈到在俄罗斯的营商环
境，王国钦直言也存在类似于
国内的一些问题，其政府效
率更是远不如中国。但王国
钦表示，由于中国使馆对中
资企业非常重视，当地政府
也 非 常 欢 迎 中 国 企 业 的 入
驻，因此他们面临的营商环境
还是比较优越的。

对于所有走出去的企业来
说，汇率风险和成本一直都是不
得不考虑的问题。但对于赴俄企
业来说，这一问题却容易了不
少。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
出，以及中俄之间交流的加深，
人民币和卢布已经可以实现自
由兑换。“人民币已经成了俄罗

斯的官方储备货币，我们对俄投
资，也不会影响中国的外汇储
备。”王国钦说，这样一来，其实
对赴俄投资企业非常有利。

当然，对于中资企业来说，
比较大的问题，是对俄罗斯员
工的管理。据介绍，很多俄罗斯
人一年一半的时间是在休假
的，而且每天下班就要回家，一
般不接受加班。同时，俄罗斯人
酷爱喝酒，一些酗酒成性的员
工一连几天见不到人更是常有
的事。这些其实都影响到了企
业的运行效率。

“在俄罗斯工作，中国人员
必须得发挥主心骨、领头羊的
作用。”王国钦说，他们必须要
把中国人敬业、勤奋的作风发
挥出来，并影响俄罗斯人。

现在看来，至少在SBI公
司，这种目的一定程度上达到
了。“我们的俄罗斯员工都能按
时上下班，敬业精神也比其他
企业的俄罗斯员工好。”

本报记者 张玉岩

立脚点转向供给侧
追求长期平衡

高培勇说，对经济形势的
分析，传统的视角主要是两个
线索：一是周期性分析，二是总
量性分析。而现在研判经济形
势，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
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根源是
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
不畅。

“这两种分析视角有很大差
异。”高培勇提到，比如用周期性
眼光去看待经济形势时，因为出
于一个周而复始的波动过程，也
就意味着经济增速下来了，但经
过一段时间，还是会回到原有的
轨道上。就像治疗感冒发烧，过
两天就好了。但今天中国的经济
回不到原有的轨道上，这已经是
非常清楚的事实。

过去，地方发展经济，是以
GDP论英雄。但是在今天，是
要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
加公平、更可持续。

高培勇说，这意味着从高
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之后，
经济工作的主线索发生变化
了。围绕着经济工作主线索的
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
分析，也要发生变化，甚至围绕
着宏观经济政策的操作办法和
实施机制也要跟着变化。

现在宏观调控政策的主线，
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立脚点从
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着眼调结

构，而不是总量。瞄准的目标是
提高供给的质量，优化供给的结
构，追求的是长期的平衡。

财政政策着力点
转向提升发展质量

更加积极有效，是今年积
极财政政策的提法。但今年的
财政政策安排，财政赤字并没
有变多，绝对额和去年一样，那

么该如何理解更加积极有效？
事实上，现在说“积极”的

财政政策，主攻方向转到结构
性调整上，转到转方式调结构、
化解过能产生的问题上。所以，
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和着
重点，要转到提升经济发展质
量和经济效益上来。

“此积极不同于彼积极。”
高培勇说，依然带有扩张需求
的意义，但作用是适度的，并非

是主线索。完整的提法是坚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适度扩大总需求。

扩张性财政政策有两个机
制，一个是收入，一个是支出。
在支出线索上，通过扩大投资
来扩张经济。因而以往扩张性
的支出追求总量刺激，瞄准增
加社会总需求，而现在是发挥
投资对于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
性作用。

如今，减税降费成为宏观
调控领域受欢迎的词汇。不过，
往常是在经济运行出现困难的
时候，是在我们认定总需求小于
总供给的时候，出现减税降费。
瞄准的是扩需求，为了刺激老百
姓购买东西，刺激企业投资。

但如今的减税降费瞄准的
是降成本。减的税落在间接税
上，减的费都是涉企收费，最后
主要表现在企业身上，表现在实
体经济部门。所以减税降费所瞄
准的是要真正地改变资源配置
的格局，真正地优化税费结构。

高培勇解读2018年宏观调控

应应对对经经济济危危机机不不能能像像治治疗疗感感冒冒发发烧烧
新宏观调控体系在哪些方面变了？5月5日，在第156期齐鲁大讲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

培勇分享了如何建立匹配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社科院学部委员高培勇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莫斯科北京餐厅的厨师现场给食客做刀削面，两名俄罗斯服务员准备上餐。 本报记者 高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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