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振兴实体经济 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

2017年是实施“十
三五”规划的重要一
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深化之年。12月
14日至16日举行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透露了
2017年中国经济哪些新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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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经济有哪些新信号？
——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六大看点

会议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
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
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解读：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和润滑剂。面
对经济下行压力，2016年以来，我国金融风

险整体可控，但股市、债市、汇市波动以及
非法集资风险因素不可忽视。

赵锡军说，将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重要位
置，切中了经济工作的关键。一方面要处理好
越来越长的金融杠杆链条，另一方面要在银行
表外业务、新型金融业态领域加大监管创新，
才能切实防控金融风险。 据新华社

抓住“僵尸企业”牛鼻子
防过剩产能死灰复燃

去产能

会议提出：去产能方面，要继续推动
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要抓住处
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严格执行环
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标准，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妥善
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要防
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同时用
市场、法治的办法做好其他产能过剩行业
去产能工作。

解读：下半年以来，钢铁、煤炭等传
统产能过剩行业出现价格上涨势头，一些
相关企业在利益驱动下继续扩大生产。而
其他行业如火电、建材等出现投资过热苗
头，同时各地新建、扩建不少新能源汽车
产业园等，潜藏新的产能过剩风险。

“去产能不会一蹴而就，而是持续、
曲折的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
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表示，这里既
有产品价格、产能利用率等因素影响，也
涉及到利益的博弈。有些地方注重用行政
手段去产能，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僵尸
企业”就往往死灰复燃。

他认为，去产能最终还是要通过市场
和法制手段推动。政府应该以市场为主
体，强化标准监管，通过提高技术、安
全、环境等的门槛，淘汰落后产能。

因城因地施策，城市互联互通

去库存

会议提出：去库存方面，要坚持分类
调控，因城因地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
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要把去库存和促
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提高三四线城市
和特大城市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高
三四线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
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特大城市
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
城市发展。

解读：今年以来，一些热点城市房地
产市场泡沫一度加剧，同时，三四线城市
的库存依然难以消化。经过逐步加大调控
力度，房地产出现了回到正常轨道的迹
象。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
长张车伟认为，要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
镇化结合起来，提高三四线城市和特大城
市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就应放眼整个
大都市圈进行统筹规划。此外，大城市在
向外扩张的同时，还应把医疗、教育等公
共资源和服务同时跟进、合理配置，最终
促进人口的空间优化。

他建议，在疏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非
核心功能的过程中，应积极推进户籍改
革，对接产业转移，合理规划产业布局。
同时，保护小城镇的生态、历史文化等要
素，走特色城镇化道路。

会议提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要坚持
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
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要
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开展质量提升行
动，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引
导企业形成自己独有的比较优势，发扬“工
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更多“百年
老店”，增强产品竞争力。

解读：近年来，从马桶盖到化妆品，境外
购物一度火爆。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目前，中
国游客每年在境外消费超过万亿元，消费外流

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专家表示，质量提
升行动是主动适应消费升级趋势、加快推进实
体经济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方福前表
示，供给侧改革必须把提高供给质量作为主
攻方向。短期来看，可以通过税费改革、产
品推介，引导消费者把更多的消费需求留在
国内；长远来看，则要通过改革，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知识
产权保护等创新激励机制，推进职业教育改
革和职业精神培养，为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
务供给厚植土壤。

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
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
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
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
大起大落。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
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
向投资投机性购房。

解读：2016 年全国多地房价出现非理
性上涨，热点城市开启调控，从提高首付

比例到重启限购、限价、限贷，再到进一
步提高购房资格或贷款门槛，系列政策陆
续出台。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
军表示，今年楼市存在一哄而上的资产泡沫
风险，如果继续放任不管，就会影响整个经
济的运行质量。所以，坚持房子“居住”的
属性和定位、遏制炒作十分关键。越来越多
的房地产投资与投机占用了过多的流动性，
有可能使流动性固化，对房地产市场和金融
市场平稳发展不利。

会议提出：要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加快
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灵活高
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
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强化
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
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
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

解读：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以来，
中央企业和各地国有企业按照“1＋N”方案
积极探索改革路径，亮点频频。但在国企改
革迈向深水区的过程中，加快混合所有制的
改革步伐，不失为一种主要且有效的路径。

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高明华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将推
动国企积极吸收民间资本，有利于完善公司
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国企整体竞争力。

房地产市场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国企改革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重要突破口

金融风险 将防控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记者 12 月 17 日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
悉，自 2017 年 1 月 1 日，铁路部门将进一步
完善实名制车票挂失补办办法，旅客若在列
车上、出站检票前丢失实名制火车票，可找
列车长或到车站出站口办理挂失补办手续。
该办法的实施，不仅将避免旅客损失，而且
将更加方便旅客购票出行。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
铁路部门在 2012 年 5 月 10 日推出检票进站
前旅客丢失实名制火车票挂失补办的办法的
基础上，加强技术攻关，开发了列车运行过
程中实时查询旅客购票信息功能；进一步优
化完善挂失补办法，增加了列车上和到站检
票前丢失实名制火车票的补办服务。

该负责人介绍，新的实名制车票挂失补
办措施重点有三个方面变化：一是在保持现
行旅客检票进站前丢失实名制火车票的办理
方式不变的基础上，将办理截止时间从车票
票面发站停止检票前 20 分钟，调整为该趟
列车停止售票前。二是旅客丢失实名制火车
票后，须提供相关购票信息和有效身份证
件，经核验确有购票信息，且原票未被使用
的，可在列车上、出站口办理挂失补办手
续。三是增加了对旅客的提示服务，希望旅
客妥善保管车票，若车票丢失要主动向铁路
工作人员声明。

据新华社

中国铁路总公司

列车上、出站前
丢失车票可挂失补办

国家邮政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近日联
合发布《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该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根据该
《规定》，在邮件、快件内夹带禁寄物品，将禁
寄物品匿报或者谎报为其他物品交寄，造成人
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规定》对2007版禁寄物品指导目录进行
了修订，从安全检查、企业责任、用户义
务、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规范
要求，将指导目录从原有的14项增加到“18+
1（18类物品及其他）”项，载明物品从58种
增加到188种，并将《危险化学品目录》等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和国务院相关部门规
定禁止寄递的上万种物品均纳入其中，使禁
寄物品指导目录更加具有全面性、指导性和
可操作性。

《规定》首次明确了禁止寄递物品的概念
内涵，将禁寄物品划分为危害国家安全、扰
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各类物品；危
及寄递安全的爆炸性、易燃性、腐蚀性、毒
害性、感染性、放射性等各类物品；法律、
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
禁止寄递的其他物品等3个类别，对禁寄物品
涵盖范围作出了较为清晰的界定。珍贵文
物，象牙、虎骨等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鸦片等各类麻醉药物都禁止寄递。

《规定》 进一步强化了寄递企业主体责
任，要求寄递企业在其营业场所广泛宣传告
知 《规定》 内容及相关指导目录；严格执行
收寄验视制度，防止禁寄物品进入寄递渠
道；加强安全教育培训管理，强化从业人员
对禁寄物品的防范意识和处置能力；配备符
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安全检查设备，
安排具备专业技术和技能的人员对邮件、快
件进行安全检查。

据央视网

三部门规定

在邮件和快件内
夹带禁寄物将追刑责

新华社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