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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秀

︽
南
风
窗
︾

习近平“中国梦”外交方略
重提抗战历史，与目前地缘局势

联结，以调度民族主义情绪、凝聚爱
国力量，作为“中国梦”的群众支持基
础，俨然已成治国方略之一。

︽
中
国
经
贸
聚
焦
︾

牛市仍是大概率
中国已进入一个资本扩张、全民

理财的时代，改革预期、降息周期以
及经济有惊无险，这些中长期因素与
短期因素叠加，带来了此轮行情的爆
发。 只要上述支撑因素仍然存在，中
国资本市场中长期走牛的格局就不
会改变。

︽
新
民
周
刊
︾

高铁输出，中国准备好了吗
“一路一带”上的国家，基础设施

落后，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稳定程度更
远落后于中国， 如何在输出项目的同
时又让东道国得益， 通过支持周边国
家的发展而加快中国与它们的经济融
合，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
能
源
评
论
︾

国际油价暴跌真相
作为重要的石油消费国和进口

国，中国应该看到，自己所拥有的市场
和购买力是在国际石油市场中参与博
弈的重要筹码。如何用好这一优势，为
中国在世界能源格局中占据更有利地
位，值得政府和石油公司思考。

︽
小
康·

财
智
︾

有品质，才有未来
用作家吴晓波的话来讲：做电饭

煲的，能不能让煮出来的米饭粒粒晶
莹不粘锅？做马桶盖的，能不能让所
有的屁股都洁净似玉如沐春风？

以中国和国人的购买力日益提
高的背景， 恐怕只有高品质的产品，
才能成为未来内需市场最大的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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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政绩考核新机制
2014年5月，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河南的一次演讲
中首次使用“新常态”一词，
他表示中国需要适应经济增
长的“新常态”，这意味着中
国的最高领导人可能允许经
济增速进一步减缓， 以此给
结构改革腾挪更多的政策空
间。事实上，在“新常态”一词
被普遍认可之前， 中国共产
党已经开始重新制定地方政
府官员的考核机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
中共中央组织部发表了关于
改进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

的文件。文件强调，GDP增长
将不再成为地方官员考核的
唯一指标。与此同时，这一考
核机制还具有一定的灵活
度。例如，在人口和经济资源
相对缺乏但有着重要生态意
义的区域， 地方官员考核将
主要基于环境保护。 对于贫
困地区， 政绩考核将以改善
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消除贫困
为目标。此外，中央政府还将
加强地方债务的审计， 并将
地方债务的累计总量列为考
核指标， 以此来减少过去地
方政府官员“借长债促短期

发展”的行为。另外，地方官
员在卸任之后， 仍将对其任
期之内的债务使用不当承担
责任。

从GDP增长为指标转向
以一系列社会、 经济和政治
指标来综合考评官员， 将为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在机制
层面铺路。

2015年全国两会即将召
开，分析人士普遍预计，将于
两会上公布的中国经济增长
目标将下调至7%。事实上，中
国社会科学院早前发布了关
于中国潜在增长力预测的报

告， 由于资本和劳动力的供
应将下降，社科院预测，中国
2015年－2020年的潜在增长
力下调至 5.7％－6.6％ 。不
过， 由于中国经济的规模较
大，尽管经济增速将放缓，中
国每年GDP的增加量仍将相
当大， 中国也仍将成为全球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养老金并轨后“吃饭找政府、改善靠自己”
上月，国务院印发《关于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标志
着“公务员、城市人”等带有
身份特权的现象将从基本养
老金领域退出, 但与此同时,
中国养老金制度仍然面临诸
多挑战。

最直接的挑战来自于待
遇公平。此外，如何建立鼓励
多交多得、 延迟领取的待遇
调整机制； 如何进一步整合
居民和职工的基础养老金，
建立统一的国民基础养老

金， 缩小待遇差距等都是不
可回避的问题。

面对并轨后的诸多挑
战，该怎么办？综合来看，只
有进一步调整养老金结构，
在基础养老金克服贫困的基
础上， 辅之以职业养老金和
个人储蓄养老金改善生活，
形成“吃饭找政府、改善靠自
己”的老龄社会文化，才能有
效处理公平与效率、 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 推动改革顺利
前行。

为此， 首当其冲的是要

明确国民基础养老金只能保
基本，费率不宜过高，避免抑
制就业和消费， 避免政府挤
出市场和弱化国家竞争力。
而为避免财务风险， 养老金
替代率也不宜过高。

总之，政府需量力而行，
既要避免民众搭乘“公共便
车”、弱化就业和个人积累的
悲剧， 也要避免政府自己不
求进取和缺乏市场和社会治
理能力的倾向。

此外， 个人账户和市场
运行的养老金， 是完善的养

老保险制度不可或缺的部
分。 实实在在的个人积累才
能激励人们多工作， 分享经
济进步成果。为此，要培育机
构投资者和养老金受托人制
度（包括养老金公司），拓宽
养老金投资渠道、 培育养老
金市场。

《财经国家周刊》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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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
意见》发布，这是自2004年以
来，“中央一号文件” 连续第
十二次聚焦“三农”问题。

“中央一号文件”的引言
部分， 指出了未来中国农业
面临的一些重大趋势性问
题。其中，很值得重视的有两
个方面：其一，国内农业生产
成本快速攀升， 大宗农产品
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如
何在“双重挤压”下创新农业

支持保护政策、 提高农业竞
争力， 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重
大考验；其二，我国农业资源
短缺，开发过度、污染加重，
如何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下保
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
全、 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
力， 是必须应对的一个重大
挑战。

2025年， 中国人口将达
到14亿的峰值， 土地和粮食
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有学者
研究认为， 中国粮食生产尚
有15%的增长空间。这个增长

勉强可以保持中国粮食供给
的“紧平衡”。但只要上述“两
大软肋”解决不好，那境外粮
食对中国市场的冲击将不可
避免。而一旦形成冲击，不用
说增量， 存量生产是否保得
住都要画上大大的问号。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水
与土地的治污问题应是政府
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中央
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一靠加
速改革， 二靠科学技术。其
中， 科学技术必须实现效率
的提高， 且这一提高的幅度

还要远远大过成本的提高幅
度。同时，还要把原本不能种
植粮食的盐碱地、 山地等都
变成耕地。当然，前提是不破
坏生态。 当我们的科学技术
促成高的效率， 并足以覆盖
成本的时候， 我们的农业便
不会被市场冲垮。

《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第7期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业两大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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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 最近湖北
省首次在省内高校推行职
称分类评审，构建多元化复
合型评价体系，把教师分为
教学为主、科研为主、教学
科研并重、社会服务与推广
4种类型， 新评审标准对教
师的评价不再“唯论文论”，
潜心教学、科研推广做得好
的， 也同样可以评上教授。
这无疑是给那些教学成绩
突出但苦于论文写作的高
校教师松了绑。

回溯1986年我国设立教
师专业技术职称制度之初，

其目的无非是希望激励广
大教师在岗位上积极进取，
实现自身专业成长。但现实
困境在于，教师的教学能力
不容易衡量，而职称评定又
需要一些硬指标以规避“请
托”等潜规则，因此论文渐
渐成为评价教师专业能力
的重要指标。

在论文指挥棒下， 高校
“重科研轻教学” 愈演愈烈：
哪怕教师的教学再受学生欢
迎，只要论文不达标，就只能
对高级职称望而兴叹;反之，
即便教师常年不登讲台，只

要论文过关， 高级职称就是
板上钉钉。 此种情况下，“科
研是自留地，教学是公家田”
的论调在广大教师中不胫而
走，教师“教书育人”的功能
无形中被弱化。 更为严重的
是，在“唯论文论”的影响下，
论文抄袭、 论文买卖等学术
不端现象屡见不鲜。

如果承认人的精力是有
限的，承认人的志趣不同，那
么为不同志趣的教师提供不
同的晋升标准就是合情合理
的。从这个角度讲，湖北进行
职称分类评审的做法无疑值

得肯定。
同时也期待职称评审制

度改革能够更进一步， 引入
更多教师同行评价和专业评
价的内容。 因为同行具备相
关专业能力， 对被评价者的
教学能力、 研究能力也更为
熟悉， 因此其作出的评价可
能更令人信服。

《瞭望》2015年第8期

为职称评审“松绑”论文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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