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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无疑是近来最引人
注目的热词之一，这一“热”跨越
2011年，稳进 2012年。

在这一阶段，《中国企业报》连
续撰写发表 80 篇关于实体经济的
评论，连同报纸上发表的与实体经
济相关的评论总数达 99篇，平均每
日一篇，成为近期最大规模的系列
新闻评论。解析《中国企业报》发展
实体经济 99评，对于认识中国企业
发展现状和新闻评论的创新都有重
要意义。

最高层、最底层
在中层的汇合

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从中央政
府高层密集的言论就可见一斑。

2011年 10月 25日，温家宝总
理考察天津时指出：“一个国家要想
能应对危机，必须有发达的实体经
济。我们要把更大的力量放在发展
实体经济，特别是扶持战略性新兴
产业上来。”

11月 3日，胡锦涛主席在 G20
法国戛纳峰会上强调：“把财政和货
币政策落到实处，确保资金流向实
体经济部门，扩大生产，增加就业。”

12月 1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再次强调必须做到“牢牢把握发展
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2012年 3
月 3日张德江副总理特别指出：“任
何忽视实体经济发展的思想都是错
误的，任何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
政策都应该调整。”
吴邦国、贾庆林、习近平、李克

强、王岐山等中央高层领导也在不
同场合表达了对发展实体经济的看
法与观点。

中央高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
此密集地对发展实体经济问题发
言、表态，显然事出有因。事实上，近
年来，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国内实体
经济受到强烈冲击，资本大量转向

民间借贷、股市与房地产等市场。步
履维艰的实体经济遭受到了前所未
有的冲击，局部“产业空心化”发展
为全局性危机的可能性不断增大，
将动摇中国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
的根基。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
难理解中央高层为何会在如此短的
时间内纷纷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表态
了。

与中央高层密集表态一同爆
发的还有来自民间社会的担忧。温
州老板“跑路”的消息不时见诸报
端。一向被认为是社会底层自力更
生、努力打拼的代表，承载着草根
阶层发迹梦想的吴英在被浙江高
院判处死刑后更是引发了举国上
下的关注。一边是小微企业的借贷
之困，一边是银行业利润的高歌猛
进，尤为让人担心的是，银行业的
高额利润并非来自其管理和经营
水平的提高，而是源于其人为的垄
断地位，推动金融改革成为民间共
同的呼声。

中央关注、民间呼吁，使得发展
实体经济的急迫性不言而喻。如何
从理论上认清，从实践中分析，从政
策上建言，推动问题的解决，是负责
的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

评论是一家报纸的旗帜和灵
魂，是针对现实生活中新近发生的、
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件和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而发议论，讲道理，直
接发表意见最直接最有力的文体。
作为服务于企业和企业家的唯一一
家中央媒体，《中国企业报》从 1月
10日起连续撰写发表 99篇关于实
体经济的评论，每期发三至五篇，从
不停息。

这 99 篇新闻评论犹如舆论界
一朵奇葩，网上多以“一针见血”、
“入木三分”相评，为小微企业发展
建言献策，提出中国企业精神，引发
“银行暴利论”争辩，在新闻界、实业
界、金融界刮起一股强劲的实体经
济舆论旋风，影响之深远甚至在某
种程度上直接影响了政府决策。其

作用远出于新闻与经济理论之外，
使得《中国企业报》与中国企业研究
院声名远播。

于青萍之末发现问题的
思想敏锐

风起于青萍之末，如何见微知
著，在事情发展的萌芽期就能洞悉
其本质，揭示其方向，考验着每一个
“船头瞭望者”———媒体人的能力和
智慧，更是衡量新闻评论家新闻洞
察力的重要标准。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常是上级
有意旨才去做评论。这不仅是因为
关注“青萍之末”的事情需要敏锐的
洞察力，深厚的知识根底，更是因为
费力气、耗工夫，一旦与上头精神有
悖，就可能葬送政治生命。自然而然
的，“青萍之末”的事情就成了新闻
评论界的一块鸡肋，但也正是因为
其稀缺而显得弥足珍贵。尤其是在
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当下中国，
迫切需要这样一批新闻评论人“在
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
海上的不测风云或浅滩暗礁，及时
发出警报。”
《中国企业报》的评论家们显然

是这样的评论家的优秀代表。让我们
把历史的指针倒拨回 2011 年 9 月
份。发展实体经济的热度和现在相比
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是正处于“青
萍之末”。2011年 9月 21日，一则关
于温州最大的眼镜企业温州信泰集
团董事长胡福林因欠款出逃美国的
消息出现在网络上并被迅速大量转
发和评论。2011年 10月 23日，上海
嘉定区一处楼盘因大幅下调房价，引
发购房业主不满，上百名业主打砸售
楼处之后，降价楼盘引发市民彻夜抢
购。此外，这一阶段爆出的鄂尔多斯
楼市现象、淘宝商城事件，无一不显
示出实体经济发展困境的苗头。当我
们回顾当时的媒体报道和新闻评论
时，遗憾地发现当时把上述现象和实
体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的报道和评论

可以说是相当少，即使不多的几篇报
道和评论大多亦停留在浅层次的表
面阐释和道德指责上。

这就使得当时《中国企业报》发
出的数篇警醒性的评论更显及时和
珍贵。

上海砸楼事件发生后，报刊评
论多站在道德层面对涉事各方进行
批评和指责。而《中国企业报》的《上
海砸楼盘事件的标志性意义》从宏
观经济的发展大势中，条分缕析，让
人真正认识到事情背后的意义和未
来发展趋势。在文章的最后，高屋建
瓴地分析到：“上海砸楼盘事件，还
标志着政府处理房价下降风潮面临
着一场考验。如何平衡降价后的市
场躁动，这是比减价本身更纠缠难
解的命题。”这种分析的深刻性和穿
透力高下立见，可以说是真正地起
到了“船头瞭望者”的作用。

在《中国楼市“刚性需求”神话破

灭———兼评鄂尔多斯楼市泡沫现象》
的评论文章中，作者把这种大智慧展
现得淋漓尽致。文章一开始就写道：
“在国家对楼市进行调控的大背景
下，是什么原因促成鄂尔多斯的转
变？鄂尔多斯楼市是不是崩盘？怎样
看待鄂尔多斯楼市现象的意义，是我
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在一番条分缕
析之后，文章的最后警醒地写道：“对
于今天的鄂尔多斯来说，房地产是否
崩盘已不重要。甚至于，房市泡沫消
除也不是坏事，重要的是政府将如何
作为：是把巨额资金用来救市，继续
看着‘鬼城’复制出现，还是拿出壮士
断腕之态，把资金投到实业上来，投
到科技创新上来。毕竟，历史规律不
可违，中国人已经不能再承受‘鬼城’
之重。再也不能死保住楼市泡沫了。”
评论家的洞察力、大局观和历史责任
感跃然纸上。文章发表的时间已经过
去了将近半年，今天我们再次重读这

些话时，仍然感到振聋发聩，发人深
思。这几篇评论文章都发表在中央领
导表态之前，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了。

于现实矛盾中
提出剖析问题的智慧

强烈的时效性和新闻性，是新
闻评论与其它一般议论性文章的重
要区别。表现在它所评论的对象，是
当前重要的新闻事件和现实生活中
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就要求以评论为业的专职新
闻评论工作者能在实践的发展过程
中，在现实的不断变化中能够紧跟
时代发展脉搏，牢牢把握国内外大
势，不断提出中央下决心解决，群众
呼声强烈的新问题。《中国企业报》
用事实证明了自己具有这样的能力
和素质。 （未完待续）

卷起实体经济的思想狂飙（上）
———对《中国企业报》发展实体经济 99评的评析

孟书强谭云明

（上接第一版）
再次，企业家担心与社会民间

资本同国有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目
前铁道部占有并管理着铁路经营
资产的绝大部分，并通过行政职能
和路网优势，基本上垄断了所有铁
路行业资源。其它投资主体进入铁
路投资领域在资源的配置和利益
的划分等方面必然处于不平等的
竞争地位。

第四，企业家担心民间资本进
入铁路建设价格能否放开不明确。
铁路资产的流动性差，目前尚没有
合适的民间资本推出机制可以参
照；比如铁路的运输价格管制问
题，只有价格放开，比如说就像民

航、航空运输业一样，有一定的放
开，民间资本才有参与的积极性。

第五，企业家担心民间资本与
其它资本在铁路投资领域中的法
律地位不平等。享有不平等的税率
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这肯定会影
响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积极性。要
充分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必然要
考虑到投资者的风险性和合法利
益，譬如，如何让投资资金可进可
退，如何用法律制度以及法律手段
来完善，这都是要充分考虑进去
的。

从技术层面上看，只有整个行
业的盈利水平有明显的提升，比如
要把盈利较好的线路或者项目等，

适当考虑一下让给民间资本，这样
才能真正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这个
行业。不行，可以放开一段试试看，
让民间资本有利可图。

显然，民间资本投资铁路是一
件利国利民又利于企业家的大好
事。随着民间资本的进入，我国铁
路建设的融资，将逐步向以扩大引
纳民营资金和吸收外资为重要投
资主体转变的市场融资新格局。现
在，铁道部公布民间资本投资铁路
的意见出台了，我们寄希望铁道部
再加一把力，在协调处理好投资和
利益分配原则上下功夫，扫除掉五
大障碍，民资才能更放心更大胆地
进入铁路建设。

民资建设铁路五大障碍待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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