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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是钉

紫竹评论

产业

成品油消费税上涨已达 40%

继续上调没商量

预览

P21-P22

国际

中国对外自贸区大提速

下一站聚焦中日韩？

11 月中旬，中国对外经贸迎来“突破时刻”。 韩国

和澳大利亚是中国两大重要贸易伙伴，中韩、中澳自贸

区亦被业界称为是高水平、高标准的自贸区。 23版

短时间内连续两次调整，随着国内成品油调价窗

口的到来，成品油消费税不同程度上调，到目前为止

上调幅度达 40%。这也让市场人士颇感意外，同时更对

后期消费税和调价的走向保持高度关注。 9版

“金洲商道”

启示民企解困要义

评论

由中国企联主办的“2014 全国企业文化（金洲集

团）现场会”，12月 13日在湖州举行，金洲集团被授予

“全国企业文化示范基地”称号。 中国企联驻会副会长

尹援平等领导为基地揭牌。 13版

一本《金融战争》 让世人对金融阴谋的杀伤力望而生

畏。 然而，更可怕的、更直接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人才战

争，却并未引起更多的警觉。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人才战争

只是人才争夺与人才流失的问题，但在实质上，改造人才的

价值观才是人才战争最深层次的含义。 随着中国出国留学

人员的逐年增加，这场战争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

近日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4）》显示，中国留

学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势，高中生已经成为继研

究生、本科生之后的第三大出国留学人群。 从 2009年起，在

美就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人数直线上升，已在 2011年超过

韩国成为美国高中留学生第一大生源国。 根据美国学生和

交流访问学者信息系统（SEVIS）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公立和

私立中学中持 F1签证的中国留学生数量 10年来增长了

60多倍， 从 2003~2004学年的 433人增长到 2012—2013

学年的 26919人。

中国赴美留学生数量增加和低龄化的背后， 是美国针

对全球精英人才的控制、争夺、利用和同化的“温和”战争。

美国针对留学生的政策已经成为美国实施人才战争的工

具，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通过移民法案，让各国留学精英直接为美国所用，为美

国创造大量的科技成果和财富，这是最表面化的人才战争。

数据表明，美国正在加紧争夺甚至是“垄断”一些重点专业

的人才。 2011年，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的全日制在校研

究生中外国学生占 71%，而 1982年只有 44%；计算机科学专

业的国际学生占 65%，而 1982年只有 35%。 在美国科学与工

程领域拥有博士学位的就业者中，外国人比例从 1993年的

23%增至 2010年的 42%。

移民已成为美国科研不可或缺的力量， 这直接反映在

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量上。 从 1901年到 1959年，

美国只有 25名移民科学家获得诺奖；而 1960年至 2013年

则有 72名移民科学家得奖。 有统计表明，美国有风险投资

参与、市值前 50名的上市公司中，有近一半是移民创建或

共同创建，知名例子包括谷歌、亿贝与特斯拉汽车公司等。

美国人才战争的表现是通过奖学金等政策吸引各国留

学生，再用美国价值观同化留学生，让留学生在归国后传播

美国文化，服务于美国利益。 据《美国奖学金》2000年版介

绍，各类美国奖学金总额高达 500亿美元，接近于 1998年

中国全部教育经费的 1.4倍。在工程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等

领域，约 82%的全职博士研究生和 50%左右的硕士研究生可

以获得助学金。

相比一般人， 留学归国人员更容易在政府和企业中获

得高职位，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他们在工作中显然更愿意借

鉴或套用美国的制度和文化， 并逐渐使美国文化或制度成

为某一领域中影响力较大，甚至是占据主流的文化或制度。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在留美归国人员相对集中的金融、互联

网以及企业管理咨询行业中，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并已经成

为突出的问题。 比如， 金融高管和外企高管薪酬过高的问

题，就是美国式制度和文化在中国落地的产物。 从日本、德

国等国的薪酬水平来看， 高管和普通员工间的差距一般都

是在个位数， 而美国 CEO和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最高可达

300倍。

随着留美归国人员的增加， 并且越来越多的留美归国

人员在政府和企业事务中拥有重要位置和话语权， 留美归

国人员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势力，并对中国的政策、制度的制

定和修改产生重大影响。 从吸收全球先进制度和先进文化

的角度讲，这是一种进化的路径，也是一种好事。 但是，一定

要做好“防火墙”，防止一些制度和文化过度被美国化，或者

过度倾向于美国利益的问题。 比如，中国银行业股改中成为

跨国投行“提款机”的问题，就应当成为前车之鉴。

留学人才大部分都是各国的精英人才， 一旦实现了对

全球精英人才的控制，从某种程度讲就实现了对全球经济、

政治和文化的控制。 如果不重视并改变中国精英人才被外

国所用的问题，虽然中美之间在 GDP上的差距越来越小，但

在科技、文化等软实力上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中国就很难实

现由一个经济大国向一个经济强国的跃升。 这绝不是危言

耸听。

最大留学生生源国

背后的企业人才战争

野蛮

P2P

终结猜想：百天倒计时

自去年年底央行、银监会等为 P2P“划红线”以来，关于监管细则

出台的时间表已先后出现数个版本，但至今仍无下文。

第三方研究平台网贷之家统计数据显示， 虽然诈骗导致的跑路

平台仍然不在少数，但占比更多的是提现困难。

在 P2P 行业快速成长的背后，各路机构开始“跑马圈地”，上市

公司、国资企业、银行、券商和基金等纷纷布局。

（详见第七版）

王利博制图

休刊启事

尊敬的读者：

因元旦放假，本报 2014年 12月 30 日休

刊一期，2015 年 1月 6 日恢复正常出报。

敬请关注。

《中国企业报》编辑部

2014年 12月 23日

阳光保险：一次因文明驱动而起的互联网布局

（详见第八版）

宏观

PPP之惑：

民企反复上演投资败局

PPP 模式正成为当前地方政府缓解融资饥渴、纾

解债务负担的倚靠之一。 由于缺乏操作规范，在实践

过程中很多项目惨遭搁浅。若按照规范的模式标准来

衡量，真正意义上的 PPP 项目不足 100 个。 2—4版

对话蔡晓鹏：

像消灭果蝇一样消灭涉企腐败

调查

果树需要施肥，所以在果树旁边经常有粪堆，而果

蝇就从粪堆滋生，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就去叮咬水果从

而造成损失。而将粪堆移开或进行处理，果蝇自然而然

就越来越少了。 5版

G01-G08

（相关报道见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