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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论道

王君 李锦

王君

“LED中国”的灰暗前景 “毒胶囊”，
到底毒了谁？

4月 15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部分药用胶囊厂
用皮革废料制成明胶，最终流向药品企业，进入消费者腹
中。“毒胶囊”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又一次挑战民众的神经。

胶囊有毒，然而面对质疑，涉事药企几乎集体沉默，仅
修正药业在铁证揭露第四天才不痛不痒地解释了几句。显
然，众涉事企业的态度令人担忧，“毒胶囊”不仅毒害了消费
者，也毒害了这些企业家们的“良心”。现在要紧的是把“毒”
拔出来。

所谓“毒胶囊”，焦点是铬含量。铬是人体一种必需的
微量元素，但过犹不及，铬的过量摄入会造成中毒。在业内，
使用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早已经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潜规则”。显然，目前被查封的涉事企业也只是冰山一角。
提起食品安全事件，大家顺口就能说上一大串名单，到底
还有多少“毒胶囊”，没有人能够说得清。

那么，对食品药品中的铬含量是否有明确的标准呢？
其实，早在 1994年，国家颁布的《食品添加剂明胶》就明确
规定，明胶中的重金属铬含量不得超过 2mg/kg。每采购一
批药品辅料都应当按批次取样、检验才能放行。然而，不少
企业却还是选择铤而走险，拿出一幅“你有张良计，我有过
桥梯”的态度，要么不按规定送检，要么用合格品偷梁换柱。

让我们来算一笔账，一吨骨明胶 4.7万至 5.1万元，而
工业明胶一吨才 1万到 2万元。浙江新昌同种型号的胶囊
以 1万粒为单位，价格高的每万粒卖六七十元，低的却只要
四五十元。西安禾润生产的空心胶囊每万颗 110元。工业
明胶厂、胶囊加工厂、药企，谁都明白自己在干着害人的勾
当，却没有人站出来说“不”。

显然，熙来攘往，“毒胶囊”终究逃不开一个“利”字。
马克思曾说过一句经典的话：“如果能获得 300%的利

润，资本家就敢冒被杀头的危险。”中国的胶囊企业再次印
证了这句名言。企业逐利无可厚非，毒胶囊们大行其道，问
题在于，无论大企业还是小作坊，在行业生态面前，都不能
失去了原则和底线。食品安全案件屡屡发生，很大程度上
就是由于暴利驱使和违法成本过低。只要有暴利可图，总
有人铤而走险。

过去不为人知的“商业机密”、“生财之道”，如今在媒体
和民众的围观之下，多年的秘密也不过是薄薄的一层窗户
纸。这次的“毒胶囊”事件仍让已经多次受伤的民众更加“伤
不起”。也许，“毒胶囊”的曝光，加上这几年以来一连串的各
种事件，深深刺伤了消费者，以至于在他们眼中，涉事企业
的任何反应都不会是完美的。然而，正是由于被深深伤害
过，人们对于真诚致歉才会更加在意。而药企第一时间真
心诚意的致歉，则反映了它们对企业责任的认知程度，反
映了一个企业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它们对道德底线的坚
守———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在揭露的 9家涉事药企中，仅长春海外制药集团一家
的负责人，通过记者向消费者致歉。吉林辉南天宇药业尽
管也发表声明向其“客户”做了道歉，对真正的受害者却只
字未提。其余企业，不是忙于辩护，便是选择了沉默。有企业
推诿说媒体送检的是公司 2009年出厂的产品，不能适用
于国家 2010年以后的标准。四川蜀中制药更是直接回应
媒体称自检胶囊不存在铬超标问题。而自诩“大品牌、良心
药”的修正药业，开始则自称是个受害者，称其空心胶囊来
自正规企业，但对于究竟是哪些“正规企业”，却讳莫如深。
作为著名民族企业的“良心药、放心药”，面对社会的质疑竟
然硬着腰杆摆出“打死都不承认”的姿态，直到曝光 4天后
才轻描淡写地“疑似道歉”，更让民众感到愤怒与失望。名企
尚且如此，小企业的胶囊恐怕更无法“托付终身”。

每一次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发生，对问题企业来说，
都是一场挑战，而有问题的企业在于，他们从未将罪恶丑
脸被揭露当做耻辱，而是通过愚弄公众智商，达到逃避责
任的目的。从投毒的那一刻起，他们眼里只有利润，已经没
有了实体经济的道德底线。

经过国家近期一系列措施的有力打击，问题企业仿佛
销声匿迹了，但有一位企业主揭穿真相说，“明胶用处太多，
用量太大，只要下游还有需求，它就不会停止，禁令打击，只
会让它四处游走，或转入地下。现在是在风头上，很多人都
等着东山再起。”

毒胶囊，拷问的是这些企业家的良心。显然，他们中毒
实在太深了，实在无法自拔，仍然做着毒害消费者的梦。企
业要重建公众的信心，先要给自己“解毒”。守住自己的良
心，护住道德的底线，才是正道。“毒胶囊”带来的“伤身”固
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人民群众对中国医药企业失去信任
的“伤心”。

我们期待中毒最深的被“利”字蒙蔽双眼的企业家，特
别是目前还没有认错的，要痛定思痛，快把自己内心的毒
素拔出来，这才是正道。

———七十一评发展实体经济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
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样的话说了
好几年了，但是一回到现实中来，常常使
人黯然神伤。

近日,从《中国企业报》记者刘凌林的
报道中得知，国内已上市10家LED企业超
募资金30亿元多趴在账上，另有9家企业
排队待上市。然而，这些超募资金多投入
市场竞争中，而鲜见投入核心技术芯片
研制的。

与此同时，全球LED照明市场前五
大供应商飞利浦、欧司朗、GE、日亚、科锐
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一些跨国巨头已
结成LED专利联盟，整个行业的上游绝大
部分核心专利被国外企业所掌握。他们
正在步步为营推进技术垄断战略。

LED照明是先进的光源，然而，LED
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却使人感受到一片
灰暗前景，折射中国实体经济的现状。

30亿元不肯投入核心技
术，继续粗放式的发展、重复
性的投资, 使得看似光明的LED产业前景一片灰暗
近年来，LED成为风险投资和私募股

权投资最为青睐的产业之一。证监会公
布的共计515家IPO申请在审企业名单
中，至少有9家相关企业正排队等待上
市。

这是近日北京举行的“寻找LED产
业的春天”研讨会上所传递的信息，然而
这却不是一个好消息。据有关统计，2011
年国内共有7家LED行业企业在A股市场
实现IPO，累计融资金额为36.25亿元。从
市场分布来看，其中5家企业登陆创业
板，另外2家则在中小企业板实现上市。
这些企业扩张计划雄心勃勃，然而，所募
集资金都用在产能扩建项目和产业链延
伸上。

根据发改委发布的“中国淘汰白炽
灯路线图”，2012年我国开始逐步禁用白
炽灯，2012年中国政府将斥资400亿元进
行LED采购，对企业进行30%的财政补
贴。看似一片光明的市场前景，势必会掀

起一轮新投资热潮，也让很多地方政府
及企业都不愿转身看看LED照不到的“黑
暗”。
有专家预测，最快到2015年，LED在

中国照明市场的占有率将达到20%，带动
产业规模达5000亿元。但由于投资过热、
成本尚高、缺乏标准，国内下游需求并未
有效激发，LED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和无
序竞争的状况。
一时间，政府的政策补贴和扶持，

使得LED应用市场需求得到迅速释放。
LED照明灯具行业准入门槛很低，众多
的微小企业，甚至是小作坊都可以很容
易涌进下游产业来混水摸鱼。目前，中
国LED行业大量中小企业纷纷关门，继
续粗放式的发展、重复性的投资现象令
人堪忧。

LED的前景在哪里？在自主研发上
游芯片，然而，中国对产品生产至关重要
的核心技术的生产企业几乎没有，主要
集聚于应用领域。LED芯片是LED照明的
核心材料，国内相关技术和产业仍处孵
化期。目前，中国大部分LED照明产品的
芯片，主要从美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等
地进口。
如果核心技术“短板”的状况得不到

扭转，LED企业上市融资带来的直接结果
可能是产能过剩，而产能的进一步释放
而至膨胀，竞争压力将加剧，低层次恶性
竞争将更加激烈。
中国实体经济走过的老路，再一次

在LED行业爆发。
掌握核心技术的外资正

在加快占领中国市场，使得过
早、过快开放LED照明市场
“为他人作嫁衣裳”

全球LED照明市场前五大供应商飞
利浦、欧司朗、GE、日亚、科锐都已经进入
中国市场，同时，整个行业的上游绝大部
分核心专利被国外企业所掌握。反观国
内，LED应用产品制造能力占全球的一
半，但没有一家企业专业从事LED光电子
元件的研发及生产。全球LED领域的技术
和专利，多被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少
数大公司所占有。只要他们稍微一跺脚，

整个LED国际市场难免发生“蝴蝶效应”。
国家的政策，政府的支持，资金充裕

的企业并不能解决核心问题。“三流企业
卖力气，二流企业卖产品，一流企业卖技
术”。在与国外企业的“掰手腕”中，缺乏核
心的技术创新能力已成了我国企业屡屡
失分的致命硬伤，而这也成为我国产业
发展和经济建设的严重制约。

行业竞争，LED照明洗牌在所难免。
企业要想强化自己在技术领域的话语
权，通过技术升级开始向中、高端产品
延伸，势在必行。作为产业链的末端，资
金应用来进行技术升级或者开发核心
技术，而不能仅在产能扩建项目上疯狂
撒钱。
近年来，飞利浦等国际大厂不断加

速并购步伐，在产业进入传统淡季时加
快全产业链布局。去年年底，飞利浦公司
收购全球五大灯具制造商之一的西班牙
户外照明集团，加快进行全球LED照明产
业链的深度布局，同时加大在华投资。
2011年12月，飞利浦投资2500万欧元在
成都建LED照明中心。
一些跨国巨头已结成LED专利联盟，

他们正在步步为营推进技术垄断战略，
由此给中国LED市场带来更加巨大的压
力。

问题还出在政府身上。目前，很多政
府采购主要关注终端产品价格，而没有
过问你用的是谁家的芯片。这样的结果
往往是国外LED芯片商借着中小企业快
速膨胀的需要而大举占领国内市场。
我们知道，着力自主创新是提高我

国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支
撑。在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的形势
下，简单模仿没有前途，贴牌生产难有
丰厚回报，走别人的路只能永远跟在别
人后面。要避免受制于人，不做低端产品
的加工装配车间，就应当让自主创新成
为促进产业技术升级、改善外贸出口结
构、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核
心战略。

从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从高消
耗、高污染到节约资源、清洁生产，从
“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实现又快
又好发展，取决于自主创新，LED行业亦
如此。

自主创新的主体是直接
面向市场的LED企业，LED行
业需要一个宏观产业自主创
新规划，一次自主创新革命
“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着力自主创
新提到了实现科学发展、推动民族振兴
的战略地位。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
路，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我们党综合分
析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阶段提出的重大
指导方针，是推动我国实体经济发展转
入科学发展轨道的正确选择。

我们所说的自主创新，主要指科学技
术领域的创造性活动。着力自主创新，从本
质上讲，就是通过创新极大地提升生产力水
平，提高利用科技手段解决当前和未来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能力，提高我国的
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要使我国LED产业光明起来，必须

加强宏观产业发展规划，合理布局，解决
各地方政府主导的盲目发展、重复投资
等问题，打造完整的产业链条，国家的政
策才能不会遭遇“红灯”，才能推动LED产
业真正优化升级。

看来，不是我们LED企业缺乏创新的
潜力，而是缺乏创新的魄力。客观审视我国
LED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我们就能够发现
一种积蓄中的能量，就有理由期待一种酝
酿中的突破。然而，我们的LED企业的企业
家目光太短浅了、太势力了，只忙于挣眼前
的钱，自我倾轧，全无一点长远眼光，全无大
局意识，全无振兴民族产业的胸怀。
只有让LED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

力，提升千千万万个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国家的LED整体创新实力才能得到增强。
自主创新要有自立的勇气、创新的

精神。无论是认识创新还是实践创新，无
论是大的突破还是小的改进，都需要我
们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

LED产业是照明业的一场革命，LED
产业的前景应该是光明的；然而LED产
业的加快发展需要一场自主创新的思
想革命。否则，我国LED产业的前景将是
灰暗的。

把货币转化为产业资本
是温州金融改革的目标
———七十二评发展实体经济

李友志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引起
天下关注。有人担心，即使温州金融放开
了，温州人也不会把钱投进实业的，这种
对温州人的不信任似乎已经根深蒂固。
金融资本是否能够转化为产业资本、如
何能够转化为产业资本，确实需要对温
州人进行引导。

我们有必要辨析两个概念，第一个
是民间资本。民间资本是指非政府拥有
的资本，是民营企业的流动资产和家庭
的金融资产。那什么是产业资本呢？在资
本的循环运动中，依次采取货币资本、生
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形式，接着又放弃这
些形式，并在每一种形式中完成着相应
职能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产业资本的
功能有两个，一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剩
余价值，二是在流通过程中实现剩余价
值。

两会期间，民间金融的合法化成为
代表和舆论讨论的焦点，有关法律也在
逐渐保障民间资本的合法性和提高合法

民间融资的可行性。在两会召开后，国务
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
革试验区，更是给中小企业融资打了一
剂“强心剂”。

可是，据有关部门观察发现，目前温
州的金融环境仍然不是很乐观，中小企
业融资依然很困难，民间资本转化为产
业资本，步步维艰。

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据温州市金
融办对 558 家中小企业进行的调查发
现，当前资金面偏紧和很紧的企业合计
占到 78%，企业资金需求量在 1000万元
以上的占 34.1%，需求量在 100万元以下
的仅占 2.9%。而截至今年 2月末，温州全
社会融资总量约 9300亿元。

这说明了目前中小企业资金需求依
然十分旺盛，温州民间仍然有钱，可是资
金对中小企业供给却日趋减少。

显然，这是民间资本的劣根性在作
祟。目前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有困难，资
金没有来源，所以这就给了民间资本“坐
地要价”的空间。这时候，民间资本就变
成了高利贷，民间资本家也变成了吸血

的高利贷主。而这，明显与温州金融改革
的初衷不符。

当然，除了这一点，还有民间资本趋
利避害的心理在发生作用。由于温州企
业家“跑路潮”仍然在继续，这让民间资
金心存忌惮，所以，即便有中小企业出
价较高，民间资金也不投资于中小企业
的发展，并且现在很多民间资本家觉得
“以钱炒钱”来钱更快，于是形成了恶性
循环，民间资本彻底无缘于产业资本
了。

这时候，也许你会问，民间资本的劣
根性真能导致其不会转化为产业资本？其
实这一问题要一分为二，如果不改变目前
中小企业的生产空间，如果不提高民间资
本投资实业的回报率，如果还是国有银行
“吃肉”，民间资本仅仅“喝汤”，那么，民间
资本必将无法转化为产业资本。温州的事
实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中小
企业生产的环境改善了，民间资本贷款给
中小企业的回报率也大大提高了，那么，
笔者相信，民间资本肯定不会冒着高利贷
本身固有的风险去放高利贷，而是会选择

同样有高回报率的民间融资途径。
在温州这个地方，民间资本转向产

业资本，仅靠鼓励是不行的，关键在引
导。只有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提高产业
资本的回收率，才能吸引民间资本投资
于实业，民间资本才能真正用于发展实
体经济。如何引导民间资本投资于实体
经济，真正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发挥其作
用，这才是温州金融改革应该考虑的重
点。

中央层面推动金融改革的主要目
的，是解决现有金融体系与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不适应的问题，将难以驯服的民
间资金纳入规范化、公开化轨道，引导这
些资金更多进入实体经济，为长期融资
难的民营中小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民间借贷合法化之后，如果资金继
续大量涌入炒作和资本运作领域，支持
实体经济的初衷无法实现，反会招致民
间热钱“绑架”国家政策的质疑。

所以说，温州这个地方并不缺钱，缺
的是产业资本。温州金融改革的目标要
弄准，不能弄偏了。

———七十三评发展实体经济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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