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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

P13-P16

投资

现货交易所再受严查

分散式柜台交易成焦点

备受关注的泛亚事件把现货交易所再一次送上了

风口浪尖，对于这一行业的监管也在持续加码。记者

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一度风风火火的现货交易所最

近变得低调而冷清，但一场深刻的变革却已经从其自

身内部开始，让这个曾经营收颇丰的行业感到了生存

的压力。 4版
G01-G08

大势

“一号文件”再涉农：

农业供给侧改革或成重点

评论

制造业去产能

重在产品调结构市场全球化

对于中国制造产业来说，去产能只是目的而非手

段，要想真正解决和根治当前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

首要任务就是产品调结构，要从过去以价格为驱动的

低端产品转向以价值为驱动的中高端产品；其次就是

要加速实施市场的全球化扩张，从过去只关注中国市

场到放眼布局全球市场的新视野。 10版

2016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即将发布。《中国企业

报》记者了解到，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照例是聚焦

农业发展问题。不过，业内认为，与中央提出供给侧

改革的目标相一致，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着力加

强农业供给侧改革，同时聚焦农业现代化，推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2版

人文

企业家，别被“情谊链文化”捆绑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日前发布的2015年巡视大

数据显示，十八大以来至2015年11月24日，共有64

名中管央企各级领导被组织调查，其中39%涉及能源领

域。当“覆盖”一词用在“央企腐败案”上，真正令公众

“振聋发聩”的是，有一个共同的“文化链条”套锁着高

管的心灵，那就是“哥们情”、“兄弟情”、“夫妻情”、“儿

女情”。可谓情义无价？ 11版

产业

钢铁业新常态：

步入减量发展时代

新年伊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首次调研出人意料

地选择了钢铁行业，由此可见，钢铁行业形势的严峻

性。李克强亲自喊话：“好钢要千锤百炼，好产能要优胜

劣汰”，为钢铁行业鼓劲。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

长李新创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中国钢铁行业出现

“重大转折”，中国钢铁业将进入“减量发展时代”。5版

丁是钉

穿越到 5 年以前，醉酒驾车在中国还不算是“犯

罪”，几乎没有人把醉酒驾车当成一回事。但在“酒驾入

刑”后，情况变得截然不同，很少再有人愿意为了贪杯而

搭上半年的“牢狱之灾”。

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法律差异，恰恰是中国企业

在国际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巨大障碍。据汤森路透ONE-

SOURCE统计，仅2014年一年，北美地区间接税规定就有

5000处变化，而在拉美，间接税变化的个数高达17000

处。如果不了解这些法律以及法律的变化，中国企业就

可能落入法律“陷阱”，并遭遇不可预估的损失。

这方面的案例数不胜数。

“坎昆龙城”是中国企业在墨西哥投资的“标志性”

项目。因“未取得联邦环评授权而开工建设”，墨西哥联

邦环境保护监管局对其开出了724万比索的罚单。期

间，又因砍伐149公顷受保护树林而多次遭到罚款，最

终因积欠2200万比索的罚款未能缴付，被以“触犯环保

法规及长期欠缴罚款”为由，遭到被下令全面停工的结

局。

同样是由于忽视法律风险，一家中国著名的家电企

业在巴西遭遇了滑铁卢。合作方利用中国企业对当地

法律的“错觉”和“占小便宜”的心理，在合资公司注册和

审计过程瞒天过海，以貌似对中国企业“言听计从”的方

式设下圈套，导致该企业对合作方接连中招。其结果是

在经营3年后，合资公司从一派“繁荣”的景象中惨淡败

落。不但造成了超过5亿美元的直接损失，还要被迫花

费重金聘请律师和会计师，处理可能需要耗时10年的

合资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而且其国内业务也被巴西合

资公司所拖累。

从现象的表面看，造成这些惨痛教训的原因是中国

企业对当地法律不够了解和尊重。但从更深层次上看，

国家也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包括法律在内的“软服

务”。

翻译境外法律应当是一项公共服务，大部分企业对

此无能为力。要到外国进行投资，至少需要研究当地刑

法、商法、劳工法和民法在内的十多部法律。目前国内

除对欧美少数国家的少数法律有中译本外，对于绝大多

数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的法律，都没有中译本，

基本上要靠企业自己进行翻译。

和“走出去”的紧迫性相比，耗时漫长的法律翻译工

作让企业等不起，许多企业在法律基础不具备的情况下

“贸然出海”，也有着迫不得已的成分。另外，由于投资目

的国相同，往往会出现许多企业都在“各自为战”情况，也

就是大家会重复研究同一国家的同一部法律，造成大量

重复性的浪费。并且，法律翻译要求语言非常严谨，企业

内部仓促的翻译，必然会存在一些不到位、不准确的问

题，这很可能会给以后的投资和经营埋下“地雷”。

比如，上述家电企业巴西合资公司的法律文件中，

就有许多中方因为思维惯性而导致的法律“错觉”。其

一是，中方要求担任“法定代表人”，认为这样的约定足

以控制巴西合资公司。然而在巴西的《公司法》中，并没

有“法定代表人”这个概念。以法定代表人控制合资公

司的构想，无异于一纸空文。其二是，对方利用中文和

西班牙文的细微差别，将中方误认成“董秘”的机构，变

成具有“董事会”职能的机构，架空了中方的控制权。如

果没有专业的法律背景，类似这种在语言表述上很细

微、但在实质意义上却有着“天壤之别”的问题，就很难

规避掉。

目前，中国企业的投资已经广泛分布在全球200多

个国家和地区，仅“一带一路”沿线就有65个国家和地

区。法律翻译是一份“天量”的繁重工作，国家有必要抽

调精兵强将加快重点法律的翻译，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

防范和减少法律风险。

和翻译外国法律同等重要的是，制定相关法律，规

范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行为。众所周知，美国早在

1977年就制订了《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对美国公司在海

外的商业贿赂行为进行处罚。沃尔玛、葛兰素史克等多

家美国公司遭遇相关调查。其中，2014年4月，惠普公

司承认了其三家海外分公司向当地官员行贿的事实，并

同意支付一笔1.08亿美元的罚款进行和解。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一些中国企业

及其员工在海外“不良表现”的案例增加，引起了当地政

府和民众的反感，甚至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声誉和形象，

给中国企业“走出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对于类

似情况和现象，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立法层面的研究，通

过制定法律，对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不良行为”进行约束

和处罚，以维护中国企业的整体形象和国家声誉。

（下转第十五版）

企业“走出去”
国家“软支持”不可或缺

紫竹评论

“‘十三五’时期如果还在迟疑和等待，还在幻想‘再回到从前’，

不尽快转变发展方式、缩短新旧动能转换过程，那么只会加速走向衰

亡。”

面对台下的中央企业负责人和地方国资委负责人，国务院国资

委主任张毅在15日召开的中央企业、地方国企国资委负责人会议上

强调，在新常态下，国有企业调整、创新和改革的任务更加艰巨，面临

更大的困难和挑战。

会议指出，2015年以来，由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际大宗

商品价格断崖式下跌，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效益同比下降6.1%，

但运行质量指标稳中向好。从中央企业运行情况分析看：一是利润

大幅下滑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扣除石油石化企业因素，中央企业利

润增长7.5%。二是多数企业效益稳定。106家中央企业中，99家企

业盈利，37家企业利润过百亿元，28家企业效益增幅超过30%。三是

运行质量稳中有升。中央企业全年平均毛利率同比提高1个百分

点，成本费用利润率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同比下降0.5

个百分点。四是对国民经济稳增长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中央企业

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2%，上缴国家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就业人

数保持稳定。 （相关报道详见G01—G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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