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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为企业减税
———央企业绩半年报解读

本报记者 李岷

在国内外经济环境持续低迷的背
景下，即便是国企，日子似乎也越来越
不好过了。

在一家重型机械制造企业，企业
负责人无奈表示，受内需衰退影响，企
业自去年利润就开始下滑，今年上半
年，订单仍未有明显改善。

据悉，在发展最“火”的阶段，这家
企业的产品就算凭条子买也得等，可
谓一“件”难求，有些客户为买产品干
脆就耗到厂里。但现在，由于企业产品
与“铁公基”密切相关，随着经济“踩刹
车”，企业明显感到没有原来吃得饱
了。

记者查阅了一下这家企业的相关
报表，发现数据与现状确实吻合。该企
业主营收入 2011年比 2010年环比减
少近 40亿元，主营利润环比减少 20
多亿。今年上半年，情况依然没有得到
明显改观。

财政部 16日公布的最新经济数
据印证了许多国企惨淡经营的事实。
数据披露的主要行业盈利情况显示，员
至 远月，国企利润同比下降一成多，其
中，利润同比降幅较大的行业有交通
行业、化工行业、有色行业、石化行业、
建材行业等。

国企多集中在上述传统行业，如
今这些曾经赚钱的行业大都利润消
减，据此可以推断，在国企大军中，日

子不好过的不在个数。

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已不可持续

投资、出口、消费，一直被视为拉
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随着
这三种要素发生变化，国企大军中有
人欢喜有人忧，似乎也是一种必然。
从 2011年 1月至今年 4月，国内

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呈下行趋势，增速
从 25.4豫减为 20.2豫。投资板块中，房
地产板块、基础设施板块的投资额跳
动尤其大。
这些数据的变化同政府挤泡沫的

紧缩政策有关。前几年由于大规模的
投资，各级地方政府和重大工程项目
的负债情况严重，通过超常规的“铁公
基”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经济增长的做
法已经不可延续，政府自去年起逐步
“踩刹车”。此外，限制房价、抑制房地
产过度投机，也是自去年开始提速。这
些政策的叠加效果加上国际经济环境
的推波助澜，今年上半年，涉足交通行
业、建材行业、有色行业、石化行业、化
工行业的国企成绩不是那么亮丽，应
是意料之中的事。

而受调控影响较小的领域，诸如
汽车行业、邮电通讯行业，业绩保持则
惯性的增长。只要国内经济环境不再
进一步恶化，百姓口袋有钱，这些和百
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就不缺少发

展的空间。
针对国企“成绩单”，有专家直言，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
动，央企上市公司中权重最大的便是
高能耗、资源型公司以及“铁公基”和
为其服务的银行、航运等行业。这些企
业“成也投资败也投资”。时下，靠投资
拉动的经济增长已不可持续，无论是
国力、财力、资源、环境以及劳动力所
付出的代价，均已走到极限。“塞翁失
马，焉知祸福”，大央企业绩增速放缓，
也许正是经济转型的先兆。

应当为企业减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 2012年定
调强调，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
的货币政策”。这种“稳中求进”的提法
被学者普遍认为是务实和客观的。可
以预见，为保证经济发展质量，许多企
业期待的另一个“四万亿”投资短期内
是不会再现的。但如果政策过紧，造成
经济遭遇硬着陆，导致国民经济增速
下降，失业率上升，也不是决策层希望
看到的。

有观点认为，鉴于外部需求不足
和中国经济的客观状况，目前还只能
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搞一些有良好
经济效益的公共投资。当然，相对之
前，2012年的财政政策亮点可能有所
转换，支出流向将围绕民生和扩大消
费，更为突出主线，很有可能分布在新

兴产业、农田水利、保障房和教育等几
条核心线索。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保障
房投资有可能显著超出市场预期。

除了投资，政府的一些“润物细无
声”经济举措也被人们捕捉到。今年上
半年，国企的管理费用和营业费用在
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一直保持稳定，财
务费用在今年上半年的比重有所上
升。近期，央行 1个月内连续两次降
息。人们普遍认为，这一举措有利于企
业减少财务费用，为企业改善利润打
开了些许空间。

在降息的影响下，企业对未来能
否有减税举措也开始期待。有专家呼
吁，1—6 月，国有企业已缴税费
18456.2亿元，同比增长 14.4%。这一
增幅甚至高于 1—6月国有企业累计
实现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11.1%的增
幅。而已缴税费 18456.2亿元，也远远
高于同期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10203.8亿元的规模。主营业务税金及
附加费用在 2009年后所占比重出现
明显上升，且今年并没有出现趋势性
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为企业减
税。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用“定海神
针”、“顶梁柱”等词汇来形容国企。面
对国企的困境，政府自然不会无动于
衷。然而，严峻形势面前，国企同样应
该拿出力挽狂澜、负重前行的勇气、魄
力和智慧。只有这样，在这一轮的挑战
中，国企才能凤凰涅槃，全新发展。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会长王忠禹为《中国国资报道》创刊题词

因为一个非政府的生态奖，再次将中国烟草总公司推上
舆论浪尖。

早在 6月 5日，包括中国烟草总公司在内的 23家单位获
得中国绿化基金会颁发的“2011生态中国贡献奖”，以表彰他
们在 2011年为绿化公益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这一天，是世
界环保日。颁发此奖有一定不凡的意义。

7月 17日，中国控烟协会站出来致函中国绿化基金会，
建议撤销中国烟草总公司“2011生态中国贡献奖”的资格，并
在今后的评审中不再考虑烟草产业。

随后，有关“生态奖”的非议，呈现一边倒的态势：烟草总
公司，一边制造健康风险，一边拯救生态自然并就此获奖，让
人匪夷所思。

“这是一个突发事件”

“最近我们知道这个消息后，一致认为把‘生态中国贡献
奖’颁给中烟总公司是错的。”7月 18日，中国控烟协会媒体
主管所超告诉记者。7月 17日，中国控烟协会亲自将《关于建
议撤销中烟总公司“2011生态中国贡献奖”的函》送到中国绿
化基金会，建议撤销中国烟草总公司获奖资格，并在今后的评
审中不再考虑烟草产业。

中国烟草总公司获奖的事，本已过去一月有余。其间，并
没有多少人关注。百度上检索关于“2011生态中国贡献奖”的
信息，只有零星几条，但随着烟控协会的“发难”，网络上关于
此事的争议已成千上万。

7月 18日，中国绿化基金会外联处处长费勇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目前该组织正在研究，并将此事上报主管单位
国家林业局定夺这一奖项的“去留”。费勇表示，中烟总公司奖
项的“去留”，不是撤销与否的问题，而是烟草业作为合法经营
主体，是否有做公益的权利。
“这算是一个突发事件”，费勇介绍说，早上是在去办公室

的路上在广播里听到了建议取消的事，但之前并没有收到对
烟草控制协会的任何函件。费勇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等我们研究后，一定会对建议给出正式的答复”。

“烟草烟雾危害健康已被世界公认为最严重的公共卫生
问题之一”，中国控烟协会在致函中称，给中国烟草总公司颁
发这个奖项，有违世界公认的烟草业损害人类健康和破坏环
境的事实，也违背了全国人大批准于 2006年 1月 9日起在我
国生效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宗旨。

此外，烟控协会的另外理由是：烟草的种植和生产过程严
重破坏生态环境。函中同时指出，烟草大多种在半干旱地区，
其生长成熟期比许多农作物要长，所用化肥量也比普通农作
物要大，其所需磷肥是咖啡豆的 5.8倍、玉米的 7.6倍、木薯的
36倍，过多地使用化肥使土壤板结，使丰产的土地变为贫瘠
的荒地，破坏了土地的自然资源系统。

在卷烟生产的过程中，烘烤烟叶需消耗大量能源。我国烟
叶种植 90%是烤烟，需要利用人工加热烟叶使发生充分的物
理、生化转化而成为干烟。我国的烟叶种植面积居世界第一，
至 2009年已达 134.5万公顷；烤烟产量在 2010年达到 273.1
万吨。按每烤 1公斤干烟需要 1.5—2.0公斤煤炭计，烘烤烟叶
需要消耗煤炭约 400万—540万吨。而燃烧一吨煤约释放二
氧化碳 2620公斤、二氧化硫 8.5公斤、氮氧化物 7.4公斤，对
大气环境也是很大的污染。

中国烟草总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卷烟生产商，每年卷烟纸
消耗约为 10万吨左右，而每生产 1吨纸制品要用 20棵大树，
如此一来，我国每年生产卷烟纸就需要消耗 200万棵大树。

烟控协会认为，随着烟草业的发展，会有更多的土壤板
结，更多的树木被砍伐，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巨大的可用能
源浪费，给环境带来不可逆的破坏。

贵州省赫章县古达乡多位农民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种过烤烟的土地，第二年的种植玉米大豆收益会好一些，因
为之前要使用很多化肥，但是接下来的几年里，使用同样的方
法和施用同样的化肥，收益会一年不如一年。”

烟草公司的“功劳”

据《东方烟草报》报道称，在绿化公益事业方面，中国烟草
总公司自 1999年至今，已累计捐款超过 1.3亿元，先后在青
海三江源、湖北三峡、河北涿鹿等地区建设生态林。自 2010年
起，中国烟草总公司加入“绿色公民行动”计划，每年捐资 500
万元，设立“金叶生态基金”，在西部重点省份营造“中国烟草
碳汇森林”，计划 5年植树 500万株。2010年在甘肃通渭县、
河南南乐县和河北迁西县共植树 6200亩。2011年，又在甘
肃、内蒙古和河北等地植树 7046亩，为履行“绿色公民”责任
做出了典范，成为绿化公益事业先进典型。

也正是烟草公司在公益方面的以上诸多贡献，才获得了
“2011生态中国贡献奖”的荣誉。

但烟控协会对此持相反的看法，烟草公司种树的数目，远
远赶不上其一年的木材和能源消耗量，他们认为，“根本不能
弥补其对环境造成的毁灭性损害，更谈不上对保护生态做出
任何贡献了”。 （下转 G08版）

生态奖背后的
“烟幕弹”

本报记者 闵云霄

“烟草烟雾危害健康已被世界公认
为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中国
控烟协会在致函中称，给中国烟草总
公司颁发这个奖项，有违世界公认的
烟草业损害人类健康和破坏环境的事
实，也违背了全国人大批准于 2006年
1月 9日起在我国生效的世界卫生组
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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