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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椽“空袭”恒大
许家印强硬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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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难破能源领域“垄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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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投放洗衣机
迎来放量普涨期

P11

中国企业一周新闻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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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2 日清晨，网名为“新闻猛
士”的新浪微博博主爆料称：朋友公
司上市，四天内被大大小小一百多家
媒体威胁！且刚开始都是谈新闻，不
出二十分钟就谈广告，且狮子不开
口，“限你明天上午确定合同，不然就
负面！”朋友不信邪，但扯七扯八的负
面果然出！媒体又追杀“快投广告吧！
不然连续出！”媒体环境好恶！

随后，在其微博称暂时曝光的一
部分媒体名单中，《中国企业报》被排
在第一名。

通过排查本报近期发布与上市公
司有关稿件，目标锁定在本报 6月 12
日发表的深度调查稿件《西安法门寺被
指“舍利提款机”》，此文涉及法门寺风
景区及背后的曲江系，曲江系目前正在
进行财神庙景区借壳 ST长信上市。

因此微博内容侵害了《中国企业
报》的名誉权，《中国企业报》记者对
此进行了追踪调查。

法门寺景区至今无回音

本报刊发《西安法门寺被指“舍
利提款机”》一文后，各方反响极大，
100余家媒体进行了转载。《中国证券
报》、《每日经济新闻》等媒体随后跟
进，对法门寺景区过度商业化现象进
行了深入调查。新华社记者也以内参
的形式进行报道，同时开始关注同为
曲江系的“财神庙”借壳上市事件。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调查中发

现，在法门寺景区，法门寺古寺只是
获得部分门票分成，经营和管理由曲
江文投来运作，这成为其遭宗教界诟
病的主要原因。同时，法门寺与景区
的协议已经在 2012年 5月中旬到期，
虽经对方多次催促，法门寺依然未进
行续签。当《中国证券报》记者问及新
协议该分成多少合适时，陕西省佛教
协会副会长、法门寺监院智超法师摆
了摆手：“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们更看
重法门寺的声誉、僧人的名誉”。

但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公
司常务副总唐喆表示，公司正计划将
合十舍利塔转交，不过转交的对象并
不是法门寺古寺，而是以曲江文投人
员为主的法门寺慈善基金会。

但是，对于《中国企业报》记者提
出的采访要求，法门寺风景区及其投
资、控股公司———“曲江系”到目前为
止并未回复。

疑似网络水军隐现

就在“新闻猛士”微博爆料的前一
天，千龙网转载了一篇无署名的文章
《“财神庙上市”成了“唐僧肉”》。文章指
出，近年来，财经媒体有意抹黑和爆料
上市公司“负面新闻”几乎成为潜规
则。一些上市公司或谋求上市的企业
甚至沦为财经媒体嘴里的“唐僧肉”，
被要挟“投放广告”，花钱消“灾”。

此文被很多媒体人指为相关利
益方操纵的“软文”，因文中所说“场
所内未出售高价香烛，未设置功德
箱，更无假僧假道”与多位记者实地

采访情况不符。
与此同时，一些细心人士发现，

曾经全文转载《西安法门寺被指“舍
利提款机”》的某网站，已经删除了所
有与法门寺风景区有关的稿件，原来
的链接则直接指向了网站首页，只留
下一篇《业内人士解密宗教产业化利
益链》，该频道主编通过微博向《中国
企业报》记者解释：“我们尽力了，相
信大家都懂的。”

一位专门研究媒体传播的业内人
士告诉记者，由于自媒体时代的来临，
网络媒体已由原来的转载平面媒体新
闻转而成为平面媒体的新闻源，但由
于网络媒体的随意发布及随意删除功
能，无法确保消息的真实性，所以，受
众最终还是要向纸媒进行求证。

“新闻猛士”
缘何剑指财经媒体

为了调查“新闻猛士”所指事件，
《中国企业报》记者一直试图与其取
得联系，由于其微博非加 V实名认证
微博，且不能私信，就数次在其微博
留言，希望开放私信或与本报取得联
系。后此博主又改名为“深度报道记
者张 _ 军 ”，并给了记者一个回复：
“你好！经进一步调查，不少报社是广
告部的人以采编的名义，先谈公司在
招股说明书中自行披露的问题，说准
备深入报道，然后要广告。投了就消
灾，不投就负面。公司不投，有的负面
果然出，有的尚未出。”

（下转第三版）

法门寺事件隐现网络公关身影
本报记者 张艳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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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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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闭幕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
会（“里约垣20”峰会）再一次将全球公众
的目光聚集到绿色低碳及人类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问题上。

峰会将“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
景下的绿色经济”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
机制框架”作为两大主题，引发企业、政
府和非政府等机构热烈的探讨和交流。

在 6月 22日“里约垣20”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联合国副秘书长、里约+20
可持续发展大会秘书长沙祖康，中国石
化董事长傅成玉以及来自政府、联合国
组织代表等共同提出企业是全球可持
续发展的主力军，同时，中国石化携手
全球 680多家企业、非政府组织及高校
做出了自愿性承诺。傅成玉代表联合国
全球契约组织倡议商业界、政府、社会
各界以及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实现
可持续发展。

此前，傅成玉还出席了当地时间 6
月 15日至 18日召开的企业可持续发
展论坛、6月 17日召开的 2012行动中
国·绿色与发展高峰论坛、6月 20日至
21日召开的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会，并
获得联合国环境署颁发的“环境与发展
优秀践行者”奖。在这些会议上，傅成玉
重点阐述了中国石化绿色低碳发展战
略以及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情况，并作

为签署关注气候变化倡议书的企业代
表做了主旨发言，倡导共同关注全球气
候变化，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扬。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探索经济与
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国企业从来都
是积极的践行者和重要的促进力量。
而作为最早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的中
国企业之一，中国石化始终致力于实
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
努力做环境责任的承担者、新型工业
化道路的实践者和生态文明的建设
者。如今，这一绿色理念已经成为中国
石化的企业基因和核心竞争力，使得
中国石化公司在国际化大舞台上长袖
善舞，备受瞩目。
在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

中国石化的理念是：企业既是社会物质
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也是公共资源的消
耗者，同时还是工业废气的排放者，对
于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而作为负责任的能源化工企
业，不仅要提供社会所需的能源，更要
把握绿色低碳发展潮流，采取绿色低碳
的生产方式，实现企业经济责任与社会
责任的有机统一。

在行动中，中国石化把实现绿色低
碳发展作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
重要措施，纳入公司发展战略和年度规
划，与公司的经营、投资活动紧密结合。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石化在为社会提供

优质能源服务、推行节能减排、推广节
能技术、推行清洁生产、开发清洁燃料
和可再生能源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
绩。2005年以来，累计节约能源消耗
1580万吨标煤，可减排二氧化碳 3887
万吨，相当于 110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
开 1年的减排量。同时，作为全球契约
LEAD成员，中国石化一贯支持全球契
约十项原则，多年来坚持发布可持续发
展报告，今年还将发布《中国石化环境
保护政策白皮书》，向社会宣示中国石
化的环境保护理念，并主动接受社会的
监督。

此外，在推动本企业可持续发展进
程的同时，中国石化还积极带动更多的
企业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取得进展，受到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成绩与赞誉丝毫没有让中国石化
放慢绿色的脚步。傅成玉说，中国石化
作为全球契约领跑者，将继续坚持走科
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
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大力实施绿色低碳战略，坚持大型化、
一体化、集约化、清洁化、低碳化的发展
模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
展天然气、生物质等清洁能源，优化调
整能源资源结构；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积极推进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加
大技术创新力度，为节能提效、绿色低
碳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独董沉沦：集体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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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玮英

中国石化成为全球契约的领跑者

依云再陷“暴利”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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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日前颁布了《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与保护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其中规定企业探测开发风能及太
阳能资源必须经过气象部门批准，而且探测出来的资源属
国家所有。

据称这是我国首个规范气候资源利用的地方性法规。
这则信息一经披露立即引来众多质疑。企业普遍认为这将
增加企业成本，其实是在对民资设立门槛。

6 月 25 日，黑龙江省气象局对《中国企业报》记者披露，
该《条例》并非最终版本，新《条例》正在修改中，“有些条款
在最终版本中将不再体现”。

民资产生出局恐慌

对于黑龙江省人大 6 月 14 日通过的《黑龙江省气候资
源探测和保护条例》，一家风电企业高层表示，“对企业而
言，不仅是增加了一个主管部门，还增加了成本增添了企业
负担。”
杭州市太阳能光伏产业协会秘书长赵永红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利润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加上
国家上网电价下调的风险，成本只要增加 10%以内，企业就
“吃不消了”。

黑龙江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处长马旭清在电话中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目前暂时不方便接受采访，因为目前
公告还没有出来。
但对于网上热议的《条例》，马旭清表示，“还属于征求

意见稿，与最终条例并不完全相同，有些条款在最终版本中
将不再体现。”
马旭清同时透露，最终条例将不涉及开发利用部分，只

是从探测和保护角度立法。
“6 月 14 日是省人大表决通过，但在发布实施前还将

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告条例内容，网上的条例还是之前的条
款，有些条款在审议过程中进行了修改。”马旭清表示。
记者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信息网首页法制工作动

态栏目中看到这样一则消息，标题为《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
测和保护条例》正式公布。文章称，《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
和保护条例》已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顺利通过，将于
2012年 8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该消息同时称，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这部地方性法规立
法时机已经成熟，条款具有操作性、针对性，符合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规定，对于气候资源探测的原则和规划、探测审
批制度、探测结果的资料汇交、气候可行性论证等内容都有
了具体、明确的规定，能够较好地解决目前我省气候资源探
测和保护工作中的诸多问题。
“目前这一《条例》称之为《气象探测与保护条例》，所以

不涉及开发利用部分。”马旭清称，“修改后的《条例》最后部
分提出，如果涉及开发利用部分，将按照国家和省其他文件
执行。涉及开发利用的部分只在之前条例中有所体现，目前
已经进行了修改。”
对于探测属国有，开发不属国有的说法，赵永红认为，

“这个还要观察。不过确实有国企央企把控国内光伏电站项
目的说法，而且这也基本是事实。”
“业内现在有两种说法，一是以后大家都要给国企央企

打工，另一个是说以后民营光伏企业都无立身之地。”赵永
红表示。

类似规定或难再现

黑龙江省是全国风能资源最丰富的 5 个省份之一，但
是其新能源开发利用水平与周边的内蒙古、吉林相差较大。
目前黑龙江省正加大力度发展新能源产业，2012 年预

计投入 236亿元，其中重点推进核电、燃气轮机和风电产业
项目，预计全年打造 24个重点项目。
据黑龙江省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去奇介绍，

近年来，黑龙江省一些企业随意探测开发风能、太阳能资源
问题非常突出，针对这一问题，黑龙江省在全国率先发布了
《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与保护条例》，对企业开发探测风
能、太阳能资源进行规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剧锦文表示，与煤炭、

石油等资源相比较而言，风能、太阳能等属于流动性的资
源，因此其边界比较难以确定。《条例》的出台可能更多的是
从产业发展带来的利益方面考虑的，没有考虑到立法所需
要承担的责任。如果因开发风能、太阳能等产生了自然灾
害，那么这个后果由谁来承担。因为通过立法，风能、太阳能
被转化成为了有价值的资产。
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甘藏春 15 日在全国地方气象立

法工作座谈会上表示，中国不仅人口众多，而且气象灾害偏
多，气象立法可超前。地方立法可更多关注气候资源的开发
利用和保护方面。
有消息称，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有关负责

人透露，针对风能、太阳能探测国家之前已经在准备全国层
面的立法工作，黑龙江率先出台有关规定有其必要性。
如果成为广泛性，那么对企业的负担可想而知。
在剧锦文看来，类似地方出台规划新能源的条例可能

不会在其他省份出现。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认为，由于中央

财政对资源探测投入力度不足，大方向应该是鼓励民间参
与，政府可以通过管理规范与企业共享数据，但绝不能借机
设限，增加企业负担。
“虽然目前新《条例》还没有正式发布公告，但这个《条

例》肯定会发布。”马旭清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
赵永红认为，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市场才是正确的发展

道路。只有民企的介入推动竞争和创新，只有真正运用市场
机制，才能真正开发出有质量保证的资源，“否则做成权钱
交易的事情将会上演。”

黑龙江气象局透露
或删除争议条款

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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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鼓励民资
理直气壮办电厂

P02

浙江德清高尔夫球场
“政府眼皮下”违建

P03

“风能、太阳能属国家所有”遭质疑

【《西安法门寺被指“舍利提款机”》追踪】

王利博制图

在刚刚闭幕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傅成玉代表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倡议商业界、
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石化培育环保意识、创新环
保技术、将绿色低碳发展战略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做法受到国际社会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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