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05月29日 星期二
编辑：李延生 校对：高秀峰 美编：王祯磊 金融·投资 邮箱：guanli001@sina.com

5 月 19 日，“第一届中国公司金
融论坛”在泉城山东济南举行。本次
论坛云集国内理论界、学术界最高端
和最前沿的思想和观点，《中国企业
报》记者在会议期间采访了济南大学
公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孙国茂教授。

围绕当前新一轮经济改革和金
融改革，孙国茂提出，要以制度创新
推动金融改革。他表示，目前国务院
确定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十二项任
务，全部是关于金融机构、金融产品
和金融业务的改革或创新，几乎没有
涉及制度创新和制度设计。不难理
解，如果没有制度创新，那么金融机
构、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的改革和创
新必然空间有限且难以持续。

新一轮金融改革
仅是局部思维

《中国企业报》：自从 3月 28日，
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
革实验区并确定十二项金融综合改
革主要任务以来，围绕我国新一轮经
济改革和金融改革，包括理论界、实
务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骤
然升温，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分歧很
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孙国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
面，唯一的解释就是，对新一轮金融
改革的理论问题或者说是金融改革
所涉及的重大利益关系问题没有厘
清，也可以说是没有形成共识。那么，
要想完成新一轮金融改革，建立与市
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
系，真正实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必须首先解决重大理论问题。

自 2010年以来，民间借贷市场
迅速蔓延，已有研究表明，目前民间
借贷市场规模已超过 10万亿元。自
发形成的民间金融天然地带有庞氏
融资特征，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海
曼·明斯基的定义，所谓庞氏融资可
以理解为，无论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
因都难以偿还的融资。大量民间金融
正在演变成庞氏融资，对实体经济的
影响和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已引起越
来越多人的担忧。这一轮金融改革缘
起于民间借贷，于是，很多人自然认
为本轮金融改革的目标就是民间金
融的规范化和阳光化。
仅仅把民间金融作为改革重点

无法解决整个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
题。甚至有学者提出，目前推出的改
革措施“最后会演化为利益集团侵吞
剥夺民间资本的场面”。因此，新一轮
金融改革应当把消除金融压抑、提高
整个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作为
金融改革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的。

很显然，正在实施的温州金融综
合改革实验区方案是按照局部改革
的思路进行的，所以，它从一开始就
受强烈质疑。众所周知，由金融的本

质所决定的金融市场功能就是促进
社会资源在更大的空间进行优化配
置，很难说是经济全球化导致了经济
金融化，还是经济金融化导致了经济
全球化。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历史都表
明，金融市场一旦形成是很难进行区
域分割的，即使可以分割，其经济成
本也非常巨大，这也是为什么局部金
融风险通常会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
险。

新一轮跑马圈地
直指金融资源

《中国企业报》：近日，著名经济
学家吴敬琏公开表示，“因为金融市
场是全国性市场，单凭地方不好改
变。”与您的观点不谋而合。对于学术
界质疑温州金融改革的声音，您是持
怎样的观点？

孙国茂：不仅仅是吴敬琏先生这
样认为。著名经济学家夏斌也提出，
金融改革不谋全局，难谋一隅。不久
前，北京大学召开的“从温州改革看
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与规则”座谈会
上，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几位教授
对温州金融改革措施提出批评，认为
温州金融改革是个伪命题，他们的依
据是，原来不允许设立的公司和交易
所现在允许设立，原来不允许私人向
银行入股现在允许了，这只是放开了
一部分金融功能，而不是金融的本质
变化。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获得
国务院批准后，广东、上海、天津、深
圳和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也推出了
一系列金融创新试点办法。可以预
言，在局部金融改革条件下，以获得
更多金融资源和政策资源为目的的
新一轮“跑马圈地运动”大幕正在拉
开。

民间金融的大量产生其实是金
融抑制的结果，而金融抑制则是金融
制度不合理或者制度体系与金融市
场运行不匹配的结果。目前，国务院
确定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十二项任

务，全部是关于金融机构、金融产品
和金融业务的改革或创新，几乎没有
涉及制度创新和制度设计。不难理
解，如果没有制度创新，那么金融机
构、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的改革和创
新必然空间有限且难以持续。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彭冰认为，
民间借贷是自发的和非常脆弱的金
融秩序，必须从三个方面的法律措施
进行保护，一是遵守契约精神，二是
用法律约束债权人，三是完善破产程
序。只有突破现有的法律体系和制度
性障碍，才能支持民间借贷，才能使
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

高度警惕硬币另一面的
“父爱主义”

《中国企业报》：您刚才所说要以
制度创新推动金融改革，而制度的创
新和设计源于政府，作为制度的设计
者和制度供给者，政府在新一轮金融
改革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一旦金融
市场画地为牢，结果是强化了地方政
府的行政管制。

孙国茂：回顾我国 30多年经济
改革历程，金融改革为什么会严重滞
后？原因在于总是把业务创新当成金
融创新，总是以为业务创新可以推动
金融改革。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以制
度创新推动金融改革，当制度创新发
生后，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业
务的创新将会变得异常活跃，迅猛发
展。

中国 30多年的经济改革一直是
由政府主导进行的。今天，这种“父爱
主义情结”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
弱，相反，还在进一步强化和延续。但
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金融市场的
运行与实体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金
融市场的运行不仅有它自身的规则，
而且金融的性质决定了它内在的脆
弱性。

30 年的经验表明，政府主导经
济改革的结果有两个，一是经济趋
向国家垄断化，二是宏观调控常态

化。所谓的国家垄断其实就是以行
政方式配置资源取代市场配置资源
的结果。
现在，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是，

在新一轮金融改革中政府扮演什么
角色？是让政府像调控实体经济一样
继续按照政府意志来主导新一轮金
融改革，还是遵循金融市场规则来进
行新一轮金融改革？或者说究竟是政
府主导还是市场规则主导新一轮金
融改革？因为，两种改革主导模式所
产生的结果会大相径庭。

政府主导金融改革的另一个结
果是，政府信用取代商业信用。信用
是金融市场赖以存在的基础，金融
市场与一般商品市场的本质区别在
于金融市场存在两种信用形式：政
府信用和商业信用。在成熟的金融
市场中，两种信用的市场功能并不
相同，而且在通常情况下无法相互
替代。从以往的经验看，政府主导金
融改革势必会把政策和政府信用作
为资源使用，并且参与资源配置（事
实上，在中国金融市场中，很多时候
政府和市场主体难以区分），结果是
政府信用取代商业信用，最终使金
融市场功能发生异化。从现实情况
看，地方政府“跑马圈地”和中央政
府部门的“扩权运动”已经证明这一
点。
《中国企业报》：那么，政府究竟

应当在新一轮金融改革中发挥怎样
的作用？

孙国茂：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以
市场规则主导金融改革并非意味着
政府无所作为。首先，作为制度设计
者和制度供给者，政府为金融市场运
行和金融机构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
环境，其次，作为市场监督者，政府应
当按照宏观审慎监管原则对市场主
体和市场运行进行监督，保护投资者
和金融消费者，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
生。最后，作为“最终贷款人”和“最终
责任人”，政府还要负责化解金融市
场产生的各种风险，最大限度地减少
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损失。

本报记者 李金玲

金融改革或变异为
利益集团侵吞民资

贝因美（002570）5 月 圆猿 日披露
消息，因高新技术资格被取消，被追
缴税款 圆苑愿缘援圆远万元。相关专家分析
认为，随着国家经济增速和税收放
缓，支出继续增加，对违规企业的查
税力度还会严格，这类涉嫌“伪高新”
被处罚的上市公司会越来越多。

贝因美“伪高新”股价腰斩

作为国内知名婴幼儿奶粉企业，
贝因美 圆猿日公告显示，公司被认定
前三年研发费用归集不合理、不具备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需在今年 缘月 猿园
日前补缴税款 圆苑愿缘万余元。而在去
年 怨月底，贝因美就因为被监管部门
查实高新资格“掺假”而被追缴 圆园园愿
年、圆园园怨年税款共 缘愿怨圆援苑万元。
据介绍，国家审计署认定贝因美

在 圆园园愿 年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时，前三年实际投入的研发费用占销
售收入的比重仅为 园援远缘豫；且申报的
发明专利与其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
不直接相关。

伴随“伪高新”事件，贝因美负面
消息不断，怨个月内连续两任董事长
辞职，部分股东匆忙低价抛售股份。

其中 源月 圆猿日和 圆远日就发生三起大
宗交易，成交金额达到 员援员远亿元，折
价率在 员员援源园豫和 员员援远猿豫不等。

受此消息拖累，贝因美连续两天
下跌，缘月 圆源日收报 圆员援园源元，下跌
源援猿远豫。公司自去年 源月上市以来，距
源圆元发行价，股价已经腰斩。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根据规定，
贝因美五年内不能再申请“高新”资
格，所得税率恢复到 圆缘豫，也丧失了
土地、政策扶持等方面的优惠，这将
严重影响贝因美未来的经营业绩。

涉嫌“伪高新”公司遍地

其实，沪深两市并非“贝因美”一
家公司因为“伪高新”被查处，更有一
些新上市或拟上市的“高新技术”公
司因为相关数据不达标屡屡受质疑。

去年被审计署查实的“伪高新”还
有主板上市公司东湖高新。公司去年
远月 圆园日公告披露，公司被审计署认
定不具备高新技术企业条件，不得享
受所得税优惠政策，因此在 远月 员苑日
补缴了被减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员苑苑源援源万元和滞纳金 源怨园援圆苑万元。
而在此前，已有华映科技、精艺

股份等多家上市公司，由于相关指标
没有达到高新企业认定标准，被税务

机关追缴税款。
目前，上市公司“伪高新”现象引

起广泛关注，一些新上市或拟上市的
“高新技术”企业因为相关数据不达
标屡屡受质疑。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
法》规定：申请国家级高新技术资质的
企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
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猿园豫以上；研
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员园豫以
上；销售收入超过 圆亿元的企业，近三
年的研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不
低于 猿豫；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
企业当年总收入的 远园豫以上。

但是公开资料显示，生产挂面的
中小板上市公司克明面业技术人员
只有 远圆人，不足员工总数的 源豫，拥
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比例只有
员猿豫；今年 源月在主板上市的奥康国
际 圆园员园 年获得“高新”认定，细究公
司招股说明书就会发现，公司在研发
人员构成、研发费用占比等数据方面
与相关规定严重不符。

而拟上市公司志诚泰和则在招
股书申报稿中称，公司虽然在 圆园园怨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 员缘豫
所得税优惠税率，但是公司高新技术
产品的销售收入占比难以满足高新
技术企业的评判标准。公司已按照

圆缘豫的税率向税务局足额返还 员愿圆援猿缘
万元的税收优惠。

“高新”光环背后造假
受罚风险剧增

英大证券策略分析师郑罡表示，
随着首批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在
去年底到期，需要重新认定，而国家
经济和税收收入增速放缓，支出继续
大幅增加，相关部门还会加大查税力
度，一些涉嫌“伪高新”的上市公司被
“追究”“现形”的机会越来越大。

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秘书
长王守仁认为，上市公司“高新”造假
多数是通过中介机构协作办理的，背
后隐藏的核心问题是官商勾结、审查
不严、蒙混过关。这一行为不仅触犯
了税法，更涉嫌资本市场欺诈，挫伤
了投资者信心，更让国家相关审批机
构和监管部门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一位长期从事资本运作的业内
人士表示，他曾经被一家公司要求运
作类似批文：“这一现象十分普遍，有
了这类认定资格，就可以获得利益。
要想避免这类事情发生，就要建立完
善的社会监督机制，加强和改进认定
环节的审查，增加实地调查环节，同
时严惩造假者。”

武彩霞

挂面生产商也打“高新牌”

专访济南大学公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国茂

一批“伪高新”上市公司被追缴税款股价下跌

本报记者 穆瑞

校车渐成客车市场
独立投资品种

刚性需求下的中国校车市场在全社会关注下，被前所
未有地提高到国家高度，从而开启了中国校车市场的蓬勃
发展，全面覆盖、专业、安全成为社会对于校车的预期。

在“北京国际道路运输、城市公交车辆及零部件展览
会”上，参展的 27 家整车企业几乎都推出了自己的校车产
品，一辆辆“长鼻子”、“国标黄”校车成为耀眼的明星，受到
所有参观展会人士的关注，校车已经正式成为中国客车家
族的一个独立的新成员。

占到客车市场 20%份额
经专家测算估计，全国大概有 9000 万个孩子需要乘坐

校车，但是目前我们的专业校车保有量远远不能满足这一
需求。中国校车，从 2012年 1—2月销量已经占客车市场份
额的 20%强。国家对于校车的相关政策陆续正式颁布，整个
社会在持续聚焦校车，整个客车产业链都积极地投入了校
车的研发推广。

中国客车统计信息网数据显示，今年 2月，50家企业共
销售各类客车 1.43 万辆，同比增幅达到了 90.99%，这是最
近 10年来客车行业 2月份的销量新记录。中国公路学会客
车分会副秘书长佘振清分析，除春节因素外，校车销售启动
对客车市场的贡献很大。
从销量结构来看，销量主要集中在 6—9米区间校车，

该区间销量为 3796 辆，市场份额达 82.94%；其中，6—7 米
的校车销售 1618辆，占比 35.35%，7—8米的校车销售 1581
辆，占比 34.54%，8—9 米的校车销售 597 辆，占比 13.04%。
11米以上的校车无销售量。

从区域分布来看，全国 34个省级行政区中，除了新疆、
西藏、香港、澳门以外，已有 30个省实现了校车销售。其中，
销量在 300辆以上的有 5个，广东 635 辆，占校车总销量的
13.87%；河南 581 辆，占比 12.69%；广西 460 辆，占比
10.05%；山东 340 辆，占比 7.43%；黑龙江 318 辆，占比
6.95%。

从企业表现来看，50家企业中，有 19家企业实现了校
车销售。宇通客车、保定长安、东风客车、桂客集团、河南少
林、中通客车列前 6位。其中，宇通客车今年前两个月销售
校车 1856辆，超过去年全年的销量，占校车总销量的比例
达到了 40.55%；保定长安销量 501辆，占比 10.95%；东风客
车销量 413辆，占比 9.02%；桂客集团销量 378 辆，占比
8.26%；河南少林销量 298 辆，占比 6.51%；中通客车销量
285辆，占比 6.23%。

2012年 1—4 月份校车销量为 8490台，已经远远超过
了去年全年的总量。
佘振清认为，校车市场的启动是保持今年客车销量略

有增长的主要因素，不仅支撑了中型客车的增长，也缩小了
轻型客车的下降幅度。

市场预期 4000亿
东方证券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潜在的专用校车需

求量约为 100 万辆，潜在市场需求规模达 4000 亿元人民
币。

5 月，工信部发布了《专用校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
理规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2 年
6月 1日。这也是工信部首次对某一类具体汽车产品设立生
产准入门槛。业内人士指出，一旦校车安全得到保障，在财
政补贴及正常市场需求推动下，校车市场蛋糕或将增至
4000亿元。
宇通客车董事长汤玉祥表示：“校车推广将带动至少

400 亿元的产业链，它创造的是社会价值，包括创造就业岗
位和消费，400亿这个数字都是保守的估计。”他今年两会中
提交的就是《关于大力推广使用专用校车的建议》的议案。
其实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也是推广校车的一个不容忽视

的客观因素。当前，每到上下学高峰期，中小学、幼儿园的门
前总会聚集众多的私家车，使孩子们上下学变得险象环生，
也成了众多家长和老人的沉重负担。而每辆校车的运行可
为交通减少 36辆汽车的使用这一理念，理论上可使因接送
孩子上下学而造成的交通拥堵状况缓解 90%以上。
据了解，目前校车推广的一个关卡还在于家长们不接

受，而不接受的原因还是安全因素。因此，提高校车的安全
性能和司机专业化、职业化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另一个阻碍推广的硬性因素则是资金问题，很多经

济不发达地区大都面临即使买得起也无法维持高昂的运营
费用的尴尬局面。

外国专业车企抢夺国内市场

中国校车市场热度的升温，吸引了国际校车巨头前来
掘金。北美最大的校车制造企业纳威司达现身这个展会上，
或可预示外企布局中国校车市场已成现实。
资料显示，2011 年纳威司达全球业务规模约 140 亿美

元，其中海外业务约占 20亿美元。在未来 5年中，纳威司达
将全力拓展海外的业务规模，而中国则是其不可或缺的一
枚重要棋子。在未来纳威司达海外业务总量中，中国市场被
寄望所占的比例高达 20%。
此前，纳威司达与江淮汽车已签署柴油商用发动机共

同开发销售和先进商用车合资协议。随着中国校车市场升
温，纳威司达有意将旗下公司 IC Bus生产的校车进口中国，
同时与江淮共同设计开发和经销在中国制造面向中国市场
的校车。

网上俗称的“大鼻子”校车就是这家企业所生产，和其
它车企的产品演示不同。
纳威司达中国科技总监、集团技术院士雷宁表示：“50

多年前通过间接渠道向中国提供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卡
车的就是纳威司达，如今公司能否迅速在中国市场打开局
面，是关乎公司整体前途的一件大事。”
很多参加展会的家长表示：“最关键的还是要安全，不

仅车的质量要好，司机也要有一定的驾驶经验，有很强的责
任心和爱心。”细心地参观者会发现，此次参展的校车与以
往不同的一个重要指标，那就是在学生坐席、司机坐席之外
多了一个监护人坐席，这是在所有技术指标之外的一个人
性化安全指标。同时长头设计、高强度防侧撞车身、防撞预
警系统、停车指示臂、车厢烟雾探测器、专用学生坐椅等一
系列个性化设计都彰显了新一代校车的专业性。

27家企业推出校车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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