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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煤独大”阵亡，

山西“互联网 +”仍难觅踪影

本报记者 汪晓东

“山西省经济下行压力仍在加大， 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

2015年一季度，山西 GDP增长 2.5%，排名 30位。

数据显示，2014年， 中国互联网经济占 GDP 比重进一步

升至 7%，这意味着互联网消费成为拉动 GDP增长的新引擎。

“2014 年， 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排行榜中鲜见山西企业

身影。 ”有专家指出，在“互联网+”时代，山西在第三产业比重

逐渐攀升时，应该更加重视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百强榜单难觅山西踪影

“2010 年之后， 电子商务累积的财富呈现过山车式的增

长。 ”有学者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山西统计局一位统计师提供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2 年

12 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 2.42 亿人，网络购物使用

率提升至 42.9%。 与 2011 年相比，网购用户增长 4807 万人，

增长率为 24.8%。 在网民增长速度逐步放缓的背景下，网络购

物应用依然呈现迅猛的增长势头。

但同一时期，山西的发展却有些不赶趟。

从山西统计局提供的互联网基础资源的发展与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存在相关性看，无论是从 IP 地址，还是网站数量上

看，湖南、湖北、河南的拥有量都居于前列，比山西的拥有量要

多很多。“山西还需要尽快提高互联网基础资源的发展水平。”

上述统计师认为。

国家在 2010 年加大互联网领域的安全治理力度后，山西

网站数量下降，而整体质量得以提高，此后山西网站数量重新

开始稳步回升。截至 2012 年底，山西的网站数为 21739 个，较

2011 年增长 25.5%。

但在这场互联网竞赛中， 山西可以拿出晒单的只有网民

的普及率。“2013 年—2014 年，山西网民 1838 万人，普及率

50.6%。”山西统计局提供给记者的数据显示，山西网民普及率

位居全国第十位。

然而，据 CNNIC 统计，中部 6 省中，山西网站数量 36039

个，占全国网站总数比例 1.10%，排名仅超过江西，位居中部

倒数第二。 在 IPv4 地址数量上，山西只占全国的 1.29%，在中

部 6 省垫底。

过去一年里，中国互联网协会公布了当年中国互联网百

强企业排行榜。 更大的危机似乎已经显现，榜单之中山西互

联网企业难觅身影。

（下转第十版）

能源大省的互联网报告（下）

被称为“北京最牛违建”的人济

山庄楼顶违建经媒体曝光后一度成

为焦点事件。 事实上，楼顶违建绝非

个别现象。 近日《中国企业报》接到

爆料称，在北京丰台区有“更牛”违

建， 开发商将商场原先的楼顶私自

拆除并加高建成电影院。 记者调查

发现，虽然相关部门认定其为违建，

但对于该违建的处理却迟迟不见实

际进展。

违建经营电影院遭举报

实名举报人称，位于北京市丰台

区角门路 19 号的华冠天地商场在没

有任何规划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将该

房屋进行全面改造， 扩大营业面积，

属违法经营。

“特别是影院的建设， 没有任何

审批手续， 破坏了整个楼顶结构，违

法增加层高， 没有任何验收手续，安

全隐患严重，一旦发生着火或者坍塌

事件，后果不堪设想。 ”举报人说。

举报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2012 年下半年商场开始装修时，就发

现商场的顶层被拆除后违法对楼层

顶部进行加高、扩建，并向有关部门

举报。

华冠天地商场是由北京大万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万公

司）开发建成，并整体租赁给了北京

华冠商业经营股份有限公司，由其旗

下的“华冠天地”百货品牌负责运营，

该商场于 2013 年 1 月 20 日正式开

业。

根据举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

丰台区的华冠天地商场。 这是一座四

层楼的综合商厦， 站在楼下往上看，

楼顶用金属材料做了 1 米多高的围

栏， 增加层高的情况不容易看出来，

只是东侧楼顶围栏外露出的通风管

道让人觉得它的不一样。

四楼是餐饮娱乐区，不过一些铺

位已经人去楼空，只有东侧的幸福蓝

海国际影城显得有些生气。

对于影城是否存在违建问题，影

城经理赵同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影城所有手续都是正规的。“我们

只是接收使用方，物业方交给我们什

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具体情况应该

问物业”。

赵同辉告诉记者，幸福蓝海国际

影城隶属于江苏广电集团， 属国企，

影城于 2014 年 2 月正式开业。 经营

一年多了，但效益并不好。

对于违建的情况，公司总部已经

知道， 总部的意思是由物业全权处

理。 赵同辉说，“如果因违建受到处

罚、停业，责任不在我们。 ”

记者来到位于二楼的商场物业，

工作人员证实商场四楼存在违建情

况。 不过，商场物业相关负责人杨换

平表示：“整个楼是租过来的，我们只

负责经营，大万公司是产权方，有关

违建的任何事情都由大万公司负

责。 ”

如果违建被查处将给商场经营

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影响肯定很

大。 商场内经营的品牌、百货、影院等

都是有齐全手续的，合规经营。 如果

出现问题，我们跟经营方（商户）就会

构成违约，将要承担违约责任。 最终

受损失的是我们，我们也是受害者。 ”

杨换平说。

记者致电大万公司负责人于涛

了解相关情况，但电话无人接听。

两年前已被认定为违建

事实上，对华冠天地商场加高违

建情况早在 2013 年年初相关部门就

认定其为违章建筑，但时至今日没有

任何处理结果。

一位房地产方面的法律专家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所谓违章建

筑，是指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违反建筑工程规

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或采取欺骗

手段骗取批准而占地新建、扩建和改

建的建筑物。

而根据《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的

若干规定》中的内容，在经过规划部

门审批的、房屋基础上改变原有规划

都属于违法行为。

该《规定》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

都有权举报违法建设行为。 规定要

求，负有查处职责的机关应当建立举

报制度，对举报及时调查、处理，并为

举报人保密。 违法建设经查证属实

的，对举报人予以表彰、奖励。

北京目前对违建进行监管的政

府部门主要有两个，分别是城管以及

城乡规划管理部门，主要的法律依据

是《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以及《行政

处罚法》。

记者向丰台区城市管理执法监

察局了解相关情况。 该局在给记者有

关采访的书面回复中说，“2013 年 1

月 30 日， 马家堡执法队日常检查发

现（同时接区督办件），北京市丰台区

凤竹苑北路与马家堡路交叉口西北

角华冠商厦楼顶砖混结构房屋为违

法建设，遂立案调查。 ”

回复同时表示，“现场检查过程

中，无证据确认所有人和管理人，马家

堡执法队对此处违法建设施工进行了

制止；并多次联系到该房产所有者（北

京大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

租单位（北京华冠商业经营股份有限

公司）两个单位。 两个单位仅向马家堡

执法队提供了单位注册证明材料，同

时拒绝配合执法人员进一步调查。 ”

“近期， 马家堡执法队接到对该

处违法建设实名举报后，第一时间赶

到违法建设地点。 执法人员现场发

现，此处最终将顶层房顶拆除后挑高

建设房屋，用于经营幸福蓝海国际影

城。 针对以上情况，执法人员已重新

进行立案调查。 下一步将针对主体问

题进行确定，如仍发生主体无法确定

的情况，将咨询相关法律部门，积极

推进执法工作进展。 ”

为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记者又来

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丰台分局了解情

况。规划委丰台区分局办公室赵女士告

诉记者，该商场确实存在违规增加层高

的问题，具体情况还是到城管了解。

赵女士表示，根据《北京市禁止

违法建设的若干规定》， 相关违法由

城管查处。“对于违建， 我们没有职

责，也没有权力去查处”。

在一份规划委丰台区分局信访部

门给举报人的书面回复中也明确表

示，“该商场违法增加层高的建设行为

未经规划许可，属城镇违法建设。 ”

记者又来到华冠天地商场所在辖

区的马家堡街道办了解商场违建的相

关情况， 街道办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在

随后给记者的回复邮件中表示， 反映

的情况部分属实， 街道办接到情况反

映后，立即责成城管立案查处。 同时表

示，街道办不是违法建设的执法主体，

具体执法工作由城管、规划、住建等相

关部门负责。 （下转第十版）

北京更牛违建调查：

商场楼顶加盖电影院

本报记者 刘凌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