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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城鎮化需防金融風險
民工無城鎮福利 貧富懸殊窒礙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涂若奔）中國經濟近年
來受到「產能過剩」的困擾，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部長
李毅中昨日承認，在鋼鐵、水泥、煤化工等多個行業
產能嚴重過剩是「不爭的事實」，要化解此種局面應以

「四招」應對，分別是擴大內需、加快淘汰落後產能、
促進產業轉移和提高審批門檻。

李毅中指出，業界是以開工率和利用率75%為標

準，低於該水平就是「產能嚴重過剩」。據他介紹，目
前中國的鋁開工率為74%，水泥約73%左右，光伏電
池和多晶硅更分別低至57%及35%；煤化工、平板玻
璃、造船和風電設備也都嚴重過剩，究其原因，主要
是一些企業盲目投資，加上「不少地方太重視GDP的
增長，在發展上有些急功近利。」

擴大內需＋淘汰落後

談及化解之策時，李毅中建議，首先可以通過擴大內
需來化解，以鋼鐵為例，「做建築也好、做橋樑也好，
可以做混凝土，也可以做鋼結構，但各有缺點。在同等
條件下是不是可以多做一些鋼結構，把鋼材質量提升一
些」。同時應堅決加快淘汰落後的進度，目前落後產能
佔15%至20%，除淘汰外，「對那些確實有市場、有基
礎的、有希望的，要通過技術改造來提升它的經濟技術
指標和質量，通過重組兼併形成新的能力」。

產業轉移＋限制准入

在產業轉移方面，李毅中指出，不僅從發達地區向

欠發達地區轉移，還應「走出去」發揮優勢。以鋁過
剩為例，「（中國的）高鐵、動車組的技術、裝備都是
很有實力的，除了國內發展以外，還可以出口，不僅
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也向我們國家訂貨。」

李毅中並強調，「一定要把源頭把住」，即從節能環
保、質量安全、自動化水平等各方面入手，提高行業
的審批門檻，「無論是用市場化的辦法，還是行政審
批備案，這些方面都要加大力度，用各種手段來限制
那些已經嚴重過剩的產業」。

厲以寧：防資金斷鏈

厲以寧、林毅夫等六位全國政協委員兼財經
界權威昨日舉行記者會，齊齊為中國經濟「把
脈」。被問及中國經濟面臨何種風險時，厲以
寧回應稱：「最大的風險仍然是金融」。他指
出，中國經濟增長總是依賴於投資拉動，現在
又結合了「城鎮化」，資金來源主要是靠地方
籌集，包括用債務平台集資。他擔憂「金融大
量發放以後，債款怎麼還？」地方的壓力將因
此增大，這是應該預防的一大風險。

厲以寧又忠告，城鎮化不應走過去的老路，
「一談到城鎮化，全國一片一窩蜂而起，大量
花錢，（基建）要蓋得漂亮」。他認為，這些
會促成金融危機的發生，「一個銀行倒閉了，
就一連串的倒閉；一家企業陷入債務危機，資
金鏈就斷了，相互就欠債了。這個要預防。」

林毅夫：避現貧民窟

林毅夫則為過度「城市化」敲響警鐘，指在
「產業結構沒有升級，勞動生產力沒有提高」
的狀況下，有大量人口從農村流入城市，但找
不到合適的工作機會，就會變成貧民，導致收
入分配不斷擴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他為此開出的藥方：「要不斷地技術創新、

產業升級」，利用國家的後發優勢，提升農村
人口的競爭力，並增加就業機會，在城鎮化的
過程中就可避免出現貧民窟的問題。「隨 經
濟的增長，他（農村人口）的工資會上升得非
常快，貧富差距的問題也可以解決」。

陳錫文：布局宜互補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也在同

一場合指出，以往的城鎮化存在三大問題，第
一是「粗放」，包括規劃粗放、建設粗放、管
理粗放，導致大量資源能源的損耗，如耕地佔
用過多、水資源短缺、環境污染、交通擁堵
等。

第二是「布局」，他批評，許多城市和城市
之間的體系和功能不夠明確，造成了「城市的
功能不能互補，城市的面貌千城一面」。

第三是「人口城鎮化明顯滯後」。他說，中
國12年來增加了2.5億城鎮常住人口，但絕大
多數未能取得所在城市的戶籍，其中農民工佔
大多數。他感歎稱，農民工為城市的建設和發
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不少人已在城市生活了八
年、十年甚至更長，但仍未取得城市定居居民
的身份，導致很多必要的公共服務都沒有能夠
享受，故他呼籲，下一步城鎮化的發展「必須
認真解決人口城市化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涂若奔）近年來中
國的貧富懸殊有加劇之勢，不少分析擔憂中國難
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一個國家達到了一定
收入水平後停滯不前）。厲以寧認為，要避免墮入

「陷阱」，最重要的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再
加上技術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他強調：

「我相信中國可以跨過（陷阱）的」。
厲以寧稱，收入差距加大、社會不和諧乃至動

亂，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原因。但他認
為，並非中等收入階段才有陷阱，「最大的陷
阱、最多的陷阱是低收入陷阱，很多國家（人均
GDP）一兩千美元就上不去了」；而高收入國家
亦不例外，「當年希臘人均GDP到2萬多美元了，
可是現在又下來了。所以任何階段都有陷阱。」

戰後成功經驗 只有韓台

林毅夫則指出，世界上成功克服中等收入陷阱
的經濟體非常少，從二次世界大戰至今只有兩個
經濟體從低收入水平進入到中等收入水平，然後
進入到高收入水平，一個是韓國，一個是台灣。
他指出，大部分國家都陷入到低收入水平或中等
收入陷阱當中，「最主要原因是他們沒有找到一
個比較快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道路。」

避經濟停滯
須收入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涂若奔）地下水污
染問題近期備受關注，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昨
日被傳媒追問相關話題時稱，地下水目前的總體
狀況是有保障的，特別是涉及人飲用的部分是有
保障的，但是也不排除現在地下水有污染進一步
加重的趨勢。

杜鷹指出，地下水污染加重的趨勢是「從城市
周邊向農村擴散，從淺層水向深層水擴散」，對此
應引起高度重視。他承認，防污治理工作有待進
一步加強，首先對超採的部分要進行限採，其次
要加強監管，「整個監測、預警、執法方面的力
量還不夠強」。

他又稱，治理地下水涉及到法律問題，雖然現
在中國已出台許多相關法律，包括水法、水環境
污染防治法等等，「但還沒有一部專門的保護地
下水的法律，這個問題需要在今後的工作中進一
步解決。」

地下水污染擴至農村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涂若奔）政府工作報告將中國經濟今年增長目標

再度定為7.5%，各界普遍熱炒「城鎮化」概念，將之視為推動經濟的最新動

力。不過，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昨日警告稱，勿將城鎮化扭曲為「全國一窩蜂大

量花錢」，否則有可能導致金融危機。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也呼籲，要防止過度

「城市化」，並避免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出現「貧民窟」問題。著名農村問題專家陳

錫文則建議，「城市化」需解決農民工的城鎮居民身份問題。

李毅中 產能過剩

■六位全國政協委員兼財經界權威（左起）厲以寧、李毅中、陳錫文、賈治邦、林毅夫、杜鷹昨日舉行記者會，為中國經濟「把脈」。 中新社

■厲以寧表示，中國經濟面臨最大的風險在金融領

域，城鎮化過程中要注意預防金融風險。 中新社

養老金去年結餘逾40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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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兩會報道組 涂若

奔）六大財經「巨
頭」召開新聞發布
會，一如既往吸引
到眾多境外記者出
席。但今年大會未
安排同步翻譯，令
中文欠佳的境外記
者大失預算。有日
本媒體的記者用英
語向陳錫文提問，
他面露尷尬之色，
顯然未聽懂問題，

幸好一旁的林毅夫迅速解圍，主動問：「需要我
翻譯嗎？」引起現場一片爆笑聲。

該日媒記者的問題，林毅夫譯為：「中國是不
是允許進口轉基因的食品，要是中國不允許進口
的話，中國用什麼辦法來養越來越多的人口？」
翻譯相當準確且言簡意賅，展現深厚的中英文功
底，獲得現場不少記者稱讚。不過，林毅夫之後
未有機會將陳錫文的回答譯回英文，令提問的日
媒記者不得不再找其他同行幫忙。

毅夫客串翻譯
記者大讚了得

■林毅夫被問是否想回台

灣時眼泛淚光。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涂若奔）去年美歐日
均實行貨幣量化寬鬆（QE）政策，令全球通脹預期
不斷升溫。厲以寧昨日回應有關話題時表示，批評
這種做法是「轉嫁危機」。林毅夫也指出，QE造成
大量投機資金流入發展中國家，令資本市場形成泡
沫。

厲以寧指出，面對多國「放水」，中國應以三大措
施應對：加快產業升級、自主創新，不斷提高產品
質量；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堅持「走出去」戰略，

「該進口還是要進口，該在外投資的還可以在外投
資，一切不變」。

林毅夫：熱錢流入 吹脹泡沫

林毅夫也批評道，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後，很多
發達國家採取了貨幣量化寬鬆政策，目的是通過貨
幣貶值來增加出口、創造就業，但此舉可能引起大
量短期投機性資金的流動，造成大量投機資金流入
其他發展中國家，從而導致資產快速升值、房地產
泡沫、股市泡沫，令實體經濟發展受到不利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馬琳）人力資源和
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昨天在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
一次會議四川代表團開放團組時明確表示，去年中
國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當期結餘4,000多億元（人民
幣，下同），不存在缺口問題。

由於養老金涉及百姓切身利益，因此外界對養老
金缺口問題格外關注。尹蔚民昨天表示：「我可以
負責任的向大家說明，我國企業職工養老保險不存
在缺口。」

尹蔚：不存在缺口問題
他指出，去年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收入1.9萬多億

元，支出1.5萬多億元，當期結餘4,000多億元，累
計結餘2.3萬多億元。

尹蔚民解釋說，按照社會保險法規定，企業職工
養老保險基金的收入包括三個部分，分別是徵繳收
入、財政補助、利息收入，即使扣除財政補助和利
息收入，去年徵繳收入也有1.6萬多億元，比支出
的1.5萬多億元為多，因此不存在養老金缺口問
題。

尹蔚民亦表示，隨 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加速發
展，各界對於養老金的長期、安全、穩定發展有些
擔心，強調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正在積極進行相
應研究。

內地首富願擔社會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徐樾）

有外界評論指，貧富差距可能成為影
響到將來中國發展的核心問題。當美
國記者問中國首富、娃哈哈集團董事
長宗慶后如何看待這一問題時，宗慶
后說：「貧富差距在世界各國都存
在。中國政府正在通過二次分配縮小
差距，（中共）十八大也提出2020年
人均收入要翻一番，我認為中國人離
共同富裕已經不遠。」

宗慶后認為，貧富差距可能是解決
不了的，不然回到「大鍋飯」（時代）

了，先富要幫後富，要解決的是老百
姓共同富裕。

「已經富起來的人更應當承擔社
會責任。」宗慶后介紹說，自己的
企業給員工解決住房問題、子女入
學問題，同時也在盡力做慈善工
作。

繼2010年榮登中國富豪榜第一位
後，宗慶后2012年再度成為中國首
富，其家族財富達到了800億元人民
幣。宗慶后是娃哈哈飲料創始人，持
有逾80%的股份。

■李毅中指出，中國的高鐵、動車組的技術、裝備都

是很有實力。圖為高速動車組鋁合金車體生產線。

■全國人大代表宗慶后回答記者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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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