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春玲籲北京善用百億文化資金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何凡）北京市政協港澳委員、北京華視
國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馬春玲在北
京兩會期間向本報記者表示，妥善管
理、使用好 100 億元北京文化產業專項
資金，是有效解決首都文化改革、文化
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中最直接、最緊
迫、最現實的問題。她建議進一步創新
資金的支持方式，切實解決中小型文化
企業的融資難題。
近年來，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迅速，

已成為首都經濟支柱產業。而在北京市委
十屆十次全會審議通過《中共北京市委關
於發揮文化中心作用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先進文化之都的意見》後，北京市
文化創新發展專項資金成立。每年統籌

100億元，用於整合首都大文化資源，支
持首都文化發展。

資金改頭換面 變相流入樓市
馬春玲指出，專項資金設計之初，資金

管理使用機制、防範財政資金風險等方面
實現了諸多創新。但在實際運用環節，專
項資金能否真正解決文化產業的投融資問
題，引導產業良性發展，存在一些問題有
待解決，例如有實力的大型文化企業為相
關產業基金爭搶，相當一批中小型文化企
業融資仍較困難；二是部分資金在經過
「創新」轉化後，以推動文化產業園區發
展的方式，變相圈地流入房地產，與文化
實質完全脫離。
她表示，近年來，文化產業園區、文化

綜合體的建設熱火朝天。有些產業園區及
文化綜合體，成為打着文化旗號的商業地
產或住宅地產項目，其實質是地產界的
「二房東」。這些文化產業園區的背後，
往往有着文化基金的背景。

盤活社會資本 力挺中小企業
馬春玲建議進一步創新支持方式，深入

研究文化創意產業投資基金、文化創意產
業小額貸款、文化創意產業融資擔保等融
資方式，通過「撬動」「盤活」社會多元
資本，加大對中小文化企業的資金支持，
突出不同資本體系的針對性，形成大中小
型各類文化企業與資本市場的有效對接。
同時，應加大對專項資金統籌使用進展情
況的披露和監管。

她還表示，對於各類投資者而言，文化
企業創新商業模式是吸引基金之本，文化
企業要找到合適的投資方，須做好項目產
品和企業經營。「目前在文化產業領域，
絕大多數企業家只懂做項目，求得盈利，
而絕大多數項目之間沒有聯繫，無法形成
無形資產，難以形成行業領軍的大企
業。」
馬春玲認為，北京市國有文化資產監督

管理辦公室等相關部門可通過資金幫扶引
導，發揮政府在產業與資本的雙向引導與
扶持。要鼓勵企業強化自身產業優勢，創
新商業模式，研發具有國際市場競爭力的
文化產品，強化行業影響力，並將這種影
響力通過轉化，實現與資本市場的有效對
接。

■北京市政協港澳委員、北京華視國影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馬春玲。

記者王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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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康倡加快規劃中心城軌道交通網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何凡）全國政協委
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在一份擬提交今年兩會
的提案中指出，須下最大決心，於一批中心城市加快建成四
通八達、密度足夠的蛛網狀軌道交通系統。由此，也應充分
運用在我國繼續執行積極財政政策的擴張政策存續期，積極
安排運用必要的財政資金，吸引和拉動其他可能調動的社會
資金和民間資本，投入各城市最急需的線路和配套聯通體系
建設。

及早謀劃 與時間賽跑
「我國今後幾十年城鎮化水平一路上升的過程中，其他一
批較大新興城市也會明顯面臨較嚴峻的擁堵威脅，除了及早
謀劃、適當提前量地建設軌道交通網，別無根本出路。這是
『與時間賽跑』、避免嚴重交通擁堵出現更大負面效應的治
本之策。我們對此已別無選擇，公共財政的支持也無可迴
避。」賈康說。
他提出，面臨以「擁堵」為代表的交通體系運轉的嚴重問
題已具有普遍性。要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南京、武

漢等一批中心城市，加快建成如紐約、東京、莫斯科、慕尼
黑等城市那樣的四通八達、密度足夠的蛛網狀軌道交通系
統，首先在中心區要發展為蛛網狀，並對接停車場和立體化
聯通體系；與此同時，相關的一些配合事項和對策要領，亟
需認真研究和合理設計、掌握，抓緊付諸實施。

舉一反三 矯治短期行為
從賈康看來，這種公共交通的系統應該努力盡快達到的境

界就是：在中心區的任何位置，一個行人不論往任何方向
走，幾百米之內（比如，不超過600米），必定能找到一個
地鐵出入口。
他還建議，有必要將北京公交體系遇到的問題舉一反

三，引起有關管理部門、決策部門的足夠重視，前瞻性地
抓緊研究在國家其他重要新興中心城市區域避免出現類似
情況的可行方案。吸取北京市地鐵建設「起了個大早、趕
了個晚集」的歷史教訓，自覺矯治每個政府任期只重「在
地面上辦看得見的實事」的短期行為方式，爭取少走彎
路、真正體現遠見卓識和實現「後發優勢」。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
所所長賈康。 本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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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易
新、李青霞 長沙報道）湖南省政協港澳委
員、香港大生銀行董事馬清楠提出建議，
把養老院建設列入社會建設的重點工程，
於老年人集中的市區和鎮政府所在地，要
重點規劃建設以家庭負擔基本生活費用為
主全托式中心養老院或老年公寓，同時各
個社區也要規劃建設以政府負擔為主的社
區敬老院。
隨着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和教育條件

的改善，作為勞務輸出大省的湖南，越來
越多的城鄉青年通過高考升學向外地流
動，農村的青壯年也通過外出打工向大中
城市流動，從而加大了湖南省老齡化的進
程。湖南省部分農村已出現了空巢老人、
留守老人、孤寡老人。為促進湖南城鄉協
調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湖南的城鄉養老
事業迫在眉睫。
馬清楠表示，要嘗試讓更多民營資金加入

養老院的建設運營中，鼓勵社會資金獨資、
合資、合作、聯營、參股發展養老服務業。
此外，馬清楠認為還要把養老院建設納

入政府工作的綜合考評體系，作為領導幹
部社會建設的政績，力爭在二至三年內使
湖南省以養老院建設為主要內容的養老體
系建設有一個大的發展。湖南省委、省政
府也要結合湖南省實際情況，給予養老事
業稅收、土地等政策方面的優惠，形成政
府補貼、社會廣泛參與、多元化集資建設
養老院的格局。

李伏初：湘江治理要「一炮打響」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易新、李青霞長沙報

道）湖南省政協港澳委員、亞太（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董事局主
席李伏初在湖南省政協會議期間，建議湖南省進一步強化具體措
施，加強對湘江污染的綜合治理。
李伏初表示，近幾年來湖南逐步加大了治理湘江流域重金

屬污染的力度，去年更將湘江保護與治理定為湖南省政府
「一號重點工程」，滾動實施三個「三年行動計劃」，綜合
治理湘江。
但李伏初認為，目前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雖然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總體上形勢依然嚴峻。仍存在湘江流域附近污染源不
絕、污染防治資金投入不足、下游經濟損失難以彌補等問題。
「湘江綜合治理既已列為湖南省『一號重點工程』，就要『一
炮打響』。」李伏初說。他建議，要以結構減排、工業減排、畜
禽養殖廢物資源化、水污染治理市場化、動員群眾參與治理、建
立長效監控機制等為重點。要大力推進招商引資向招商選資轉
變，對不符合環保法律規定、產業政策的項目，一律不予批准。
對產業限制類項目，現有生產能力確需改造升級的，其新增污染
物排放量必須實現「增產減污」。

■全國政協委員、清
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
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
葵。 本報北京傳真

■香港大生銀行董事馬清楠委員。記者易新攝
■亞太（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李伏初委員。 記者易新攝

■湘江流域污染嚴重。圖為永州石期河石岩頭村上的垃圾
成堆。 本報長沙傳真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何凡）全國政協委員、清

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近日在京指出，經濟

走勢略有下降的過程中，地方債是須注意防範的主要風險，「地

方債如果局部爆發的話，毫無疑問，會通過金融體系來影響中國

經濟。」對於解決方法，他表示，從長期講，地方政府須找到新

的融資方式；從短期講，首先要清理信託產品。

李稻葵在「2014中國宏觀經濟高層研
討會」指出，金融體系的風險首先

會影響到銀行。大量的地方債是通過借
新貸款去補舊貸款的，如果某一些地方
政府一旦短期內不能還債、出現違約的
話，直接影響的是商業銀行貸款質量。

信託違約對市場衝擊大
第二個影響渠道是信託。信託的問題在

於購買者都認為信託沒有風險，認為是
6%到7%的利率是完全可兌現的。監管者
反覆講信託是有風險的，但是投資者、民
眾不相信。然而投資者的這個認知本身並
不符合實際。一旦局部地區地方政府的信
託出現違約，而政府不給予救助，則其對
於市場預期的衝擊將非常大。

李稻葵指出，防範風險須清理信託產
品。「找出一兩個信託產品，真正讓其
破產重組，讓相關的受益方、相關的投
資者受到一定損失，通過此方式逐步讓
市場知道信託產品有風險。」而銀行改
革是金融領域非常重要的一項改革。銀
行資產現在佔到GDP的250%以上，包
括優質資產在內的大量資產呆滯在銀行
內部。
他認為，銀行的改革要從資產證券化入

手，通過合理的方式把銀行手中的一部分
資產，有序、合理、部分地打包轉移到債
券市場，令銀行輕裝前進，化解自身風
險。

銀行資產證券化一舉多得

李稻葵表示，通過這種改革可以做大
債券市場，之後就能把一部分外資熱錢
引入金融市場。「如果一部分熱錢引入
債券市場，資本賬戶的開放也可更加大
膽一點，民眾也可以有一部分資金出
國。我們資金部分出國的話，人民幣匯
率升值便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製造
業、出口產業在未來一段時間就能獲得
較好的外部環境，而非不斷受到匯率升
值的困惑。」
「2014中國宏觀經濟高層研討會」由
廈門大學與經濟參考報社聯合舉辦。會
上發佈的「年度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和政
策問卷調查」顯示，63%的受訪經濟學
家認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嚴重是中國
當前宏觀經濟運行面臨的最大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