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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放：2011年 3月，“十二五”规划纲要发布，核心内容是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之后又相继发布多个分项规划。作为实施规划的政策性，《淘汰落后产能中
央财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和《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
见》相继出台，专项资金奖励经济欠发达地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要求对民营企业
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准入条件和公共资源方面平等对待。

点评：“十二五”规划对企业经营具有中长期指导作用，体现出国家加大淘汰落
后产能、推进公平竞争、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决心。

1、“十二五”规划及分项规划陆续发布，
新兴产业获支持

新闻回放：十七届六中全会于 2011年 10月 15日至 18日在北京召开。全会对推进
文化改革发展做出了部署，强调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
性产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宏大文化
人才队伍。截至 2011年，全国共注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 4000多家，核销事业编制 18
万个以上。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领域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国有文艺院团、非时政类报刊
社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全国共有 27家文化企业上市。

点评：文化产业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也是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一
极，它的意义还在于促进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乃至推动文明发展进程。

2、中央部署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产业迎来发展繁荣机遇

新闻回放：自 2011年 4月开始，温州中小企业主因高利率民间借贷“跑路”甚至跳楼的事
件不时见诸报端。全年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的温州企业主高达 200余人（不完全统计）。辽宁
沈阳、江苏泗洪、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也发生借贷导致的风波。10月 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
温州考察中小企业生存状况。要求政府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加强对中小企业民
间借贷的监管和引导，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妥善处理企业之间担保、企业资金链
断裂问题。之后，中央连续出台或强化九大措施，通过财税金融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包括提
高小型微型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等。

点评：企业主“跑路”，表面看是企业盲目扩大规模、经营不善所致，根本原因则是中小企
业因成本上升、劳动力短缺与融资困难所造成经营困境的集中表现。此类事件警示政府部门，
扶持中小企业不能靠政策的“零敲碎打”，需制定减轻中小企业税负负担、提供优惠投资政策、
拓宽融资渠道的综合性解决方案。

3、温州爆发民间借贷危机，
国家加速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出台

新闻回放：2011年 1月 26日，被喻为楼市调控最严厉的政策组合———“新国八条”正式出台，“新
国八条”明确提出限购政策。全国已有北京、上海等近 50个城市陆续出台了调控细则来落实商品房限
购措施。限购引发的降价潮直接导致北京、上海等地多个售楼处被砸。面对业主的“维权”，包括万科、
龙湖、中海等多数开发商的态度是强调契约原则，不退房、不补偿。之后，楼市降价潮席卷全国，同时也
出现了少数房地产企业资金紧缺甚至断链。

点评：摒弃 GDP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无疑是壮士断腕之举，房地产持续调控政策作用已经显现，
北京、上海等地砸楼盘事件标志着房地产价格拐点的到来。在调控目标没有达到的情况下，不能因压
力而改变调控的方向，否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目标就会落空。

4、楼市调控力度加大，
频现开发商降价销售

新闻回放：2011年一段时间里，铁路建设和融资遇到了一定困难，导致铁路建设大面积停工。铁道部发行的
短期融资券还出现了流标现象。2011年 10月，铁道部加大了资金筹措力度，在获得 2000亿融资之后，又将融资
规模扩至 2500亿元，并陆续将筹措到的资金拨付到各建设单位，铁路基建领域资金短缺之痛得到了部分缓解。

点评：铁道部融资偿还欠款，一举“盘活”产业链上诸多关联企业和行业。是宏观紧缩背景下的“微调”措施，
避免了“急刹车”对企业和经济环境的破坏，反映政策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同时也引发人们对铁路发展方式、
银企对接、企业规范化等方面的深入思考。从长远来看，加强铁路市场化改革，才是行业的希望所在。

5、应对大面积停工，
铁道部筹资陆续偿还企业建设欠款

新闻回放：中国人民银行 2011年 11月 30日宣布，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个百分点。这是 3年
内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央行全年三次加息、五调存款准备金率。

点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释放资金近 4000亿，将增强银行信贷投放能力，加强对小企业、三农、战略新兴产业以及国
家重点建设项目的信贷支持。

6、金融政策做出微调，存款准备金率三年来首次下降

新闻回放：2011年 11月 30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全国范围上调销售电价和上网电价，同时表示将对电煤实行临时价格干预。
此前，4月份和 6月份，国家发改委分两次上调了 15个省份的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三次累加，全年的上网电价平均上调 4.5分/
千瓦时，销售电价上调 4.7分/千瓦时。这是 2004年底施行煤电联动 8年来调幅最高的一次。

点评：此次涨价直接造成企业成本上升，高能耗产业进一步承压，客观上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7、发改委三次上调电价，高能耗产业进一步承压

新闻回放：作为世界上稀土储量最丰富的国度，长期以来，中国缺乏对稀土资源开采、利用与保护的战略规划，企业间无序竞争的乱象
久治不绝，过度出口导致国内储量急剧下降并失去了稀土在国际上的定价权。进入 2011年后，从《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到《国务院关
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政府接连重拳出击，大力整顿稀土业乱象，力图根除顽疾。积极推进稀土行业的联合重组 ,形
成以大企业、大集体为主导的产业格局,是改善稀土行业管理的有效途径。中国铝业制定未来 5—10年整合发展稀土规划，力争“全球领
先”。

点评：战略性发展目标和路径的确立是提高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前提和基础。大企业的介入将增强行业的定价权和话语权。稀土行业整
顿对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乃至提升传统产业和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具有保障国家产业安全的战
略意义。

8、中国加大稀土行业整治，中国铝业等央企强势进入

新闻回放：2011年 1月—员员月，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还保持着稳步升值态势，其间连破多个关口，整体呈现单边升值态势。然而，从 员员月
猿园日开始，由于香港离岸市场看空人民币，带动境内的购汇需求，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报价低于中间价成为常态，甚至出现连续多日盘中触及跌停
的现象。12个“跌停”后，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重拾升势，圆苑日更是在盘中创出汇改以来历史新高，全年升值约 5%。

点评：人民币汇率的单边升值和大幅度震荡其实都不会成为常态。但外向型企业对于汇率的变动应有平常心，需要适应这种变动并从中找到
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途径。

9、人民币全年升值约 5%，年末剧烈震荡创十二“跌停”

新闻回放：2011年 12月 30日是 A 股 2011年最后一个交易日，A股市场全年大跌，沪指收报 2199.42点，累计下跌 21.68%，居全球主要股指跌幅榜
第二位。印度股市全年跌幅接近 24%，跌幅居首。同时，今年 A 股融资额下降了三成，股市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央行调查显示，居民股票投资意愿降至
三年来的低点。

点评：全球主要股市几乎全线下跌，中国股市也未能幸免。但是在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全球一枝独秀的大背景下，中国股市却是全球跌幅最深，这种矛
盾的结果深刻地表明，单纯以融资为目的而不具有任何投资价值的单边股市已经走到了尽头。与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较，中国股市路正长。

10、沪指全年累计下跌 21.68%，股市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