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惠兵）“我们决不能在

‘先行先试’中落后了。福建省要抓住东部

率先发展和加快海西建设这两个重大历史

机遇，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民生建设，

‘好’字优先，能快则快，努力在经济发展方

式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孙春兰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工作

思路和要求，代表了福建广大干部群众的

心声，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

记者了解到，福建省“十一五”发展成绩

亮丽，全省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全省国内生产

总值超过 1.4 万亿元，人均 GDP 达 5000 美

元，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构筑交通运输网

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绿色城市、绿色村镇、绿

色通道、绿色屏障“四绿工程”建设扎实推进。

福建省委、省政府在抓经济发展的同

时，也十分重视惠民生、促和谐，提高人民

群众的幸福指数。2010 年，福建省在医

改、校舍安全、文化、养老、安居等方面实

施了 25 项惠民措施，都如期完成。今年，

福建省又提出 10 项惠民措施，着力抓好

便民商业网点、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公共

服务、城市绿化、保障性住房、中小学布

局、幼儿园发展、村级综合服务场所、城

市公厕、救灾避险点建设等与人民生活密

切相关的工作，加快建设一批重大社会事

业项目，使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2011 年，福建省力争实现经济增长和

城乡居民收入 3 个 12%的目标。

孙春兰提出，要完成好福建经济社会

发展和民生建设两个重要历史使命。在强

者更强的竞争中，解放思想是关键，要把解

放思想落实在发展思路上，落实在具体项目

上，视野更加开阔一些，办法更多一些，胆子

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提高破解难题的

能力和科学发展水平，决不能守着政策要政

策，政策来了不会用。孙春兰要求各级党委

进一步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团结和带领

广大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心无旁鹜抓发展，

促跨越，激发干部群众干事热情，确保“十二

五”开局之年起好步，实现“开门红”。

为帮助中国企业了解后金融危机时代俄

罗斯最新经济投资政策，推动中俄两国企业

开展投资合作，日前，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

会（以下简称机电商会）同俄罗斯驻华使馆商

务代表处在京共同举办了俄罗斯经济投资政

策说明会暨俄梁赞州经济特区推介会。

此前，俄罗斯最大私营发电公司欧洲

西伯利亚能源公司与中国长江电力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长电国际（香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电国际）成立了合资公

司，推动了中俄能源合作稳步前行。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近期中俄企业频

频达成合作协议，为中俄经贸合作打开了

新局面。

俄特区官员向中国示好

“为加快俄经济发展，自 2005年起，俄罗

斯政府根据国家产业发展需要和区域经济

发展优势先后颁布法令，成立了 4 个工业生

产型、4 个科技研发型、13 个旅游休闲型和 3

个港口型经济特区，对入驻特区的企业给予

较大幅度的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以便吸引

更多的国际投资。”在此次投资会上，俄罗斯

经济发展部特区司官员如是表示。

随后，俄梁赞州州长科瓦廖夫向记者

介绍了梁赞州经济特区的情况。他指出，

该特区位于俄梁赞州新米丘林斯克市，定

位于建成工业生产型特区，具有良好的交

通、能源资源和人才优势，拟优先发展化工

和塑料制品、机械和电子仪表、建材及高档

卫浴设备等产业。

科瓦廖夫透露，入驻特区的企业在 5 年

内利润税由现行的 20%降至 15.5%，减免财

产税、土地税和运输税；2012 年 1 月 1 日前入

区企业，至 2017年 12月 31日前，其产品可免

出口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进口至经济特

区内的产品可免进口关税和增值税；提高固

定资产折旧率；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

在机电商会提供记者的一份资料中显

示，中国是俄罗斯梁赞州重要的出口市场和

进口来源地。2010 年双边贸易额为 3000 万

美元，同比增长 25%。该州主要对华出口皮

革半成品、石油制品、屋面材料、太阳能电池

及电灯等，从中国进口载重汽车、农药、皮革

加工制剂、机械设备以及塑料制品等。

科瓦廖夫向记者介绍说，目前，梁赞州

有 两 家 注 册 的 中 国 企 业，主 要 从 事 建 筑

业。其中一家为江苏镇江建工集团，为该

州水泥厂项目进行设备安装和调试，合同

金额 6000 万美元。

随 后 ，科 瓦 廖 夫 向 中 国 企 业 发 出 邀

请。他表示，俄方有意与中国企业合资组

建开发管理公司，中方控股 51%，俄方 49%

（包括地方预算和其他资金），从事土地开

发、相关工业设施建设，提供服务和招商引

资等。在招商引资方面以吸引中国企业入

驻为主，希望中方企业参与该州背囊式消

毒器、卫浴设备、石膏等生产型项目的投

资，以及该州机场的改扩建工程。

另据记者了解，中国企业对赴俄投资

存在一定顾虑，主要体现为俄经济及投资

政策缺乏稳定性和透明度。对此，机电商

会建议，在双方政府合作机制框架下开展

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作，促使俄方出台针对

该开发区的专项优惠政策，以降低中国企

业参与俄经济特区面临的政策风险。

中俄能源合作处于初级阶段

在中俄两国政府部门为企业搭桥牵线

的同时，两国企业已经在能源领域频频接

触。日前，中国长电国际集团与俄能源公

司成立了合资公司，旨在开发俄东西伯利

亚的两个水电项目和一个火电项目，这些

项目总装机容量超过 300 万千瓦。

这只是两国企业在能源领域合作的

缩影。

近几年，中俄两国加快了在能源方面的

合作进程，并于 2009年在石油领域取得了实

质性进展：中俄就修建原油管道和俄罗斯向

中国供应原油签署正式协议并开始落实，中

俄就深化石油上下游合作达成一致。

根据中俄两国政府 2009 年 4 月签署的

关于石油领域政府间合作协议，中国向俄

方提供 250 亿美元的贷款，作为交换，俄方

在 20 年 内 向 中 方 供 应 原 油 3 亿 吨，每 年

1500 万吨。2010 年 9 月 27 日，中俄原油管

道全线竣工。2011 年 1 月 1 日，中俄原油

管道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2009 年 10 月 12 日，中俄能源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宣布，正式出资收购俄罗斯松

塔儿石油天然气公司 51%的股权，从而取

得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两块储量达 60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田——南别廖佐夫斯基

气田和切连杰斯气田的勘探开采权。

2010年 8月 31日，中俄双方在俄罗斯远

东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签署煤炭合作协议，

正式拉开了两国煤炭合作的序幕。根据该

协议，在未来 25 年合作中的前 5 年，中国每

年将从俄罗斯进口至少 1500 万吨煤炭。之

后20年，进口煤炭量将增至2000万吨。

但业内人士对两国现阶段的合作并不满

意。有关人士指出，中俄能源合作尚处于“初

级阶段”。具体而言，第一，中俄能源合作领

域以石油为主，电力、天然气和煤炭等领域的

合作相对滞后；第二，中俄能源合作以能源贸

易为核心，能源技术合作相对匮乏。

而俄罗斯某能源集团战略主管德米特

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也指出，目前，

中俄能源合作以能源和原材料进出口为

主，将来在合作方式上不应该仅仅停留在

进出口上，在技术引进、建设合资公司、共

同生产设备，甚至中国企业参与俄国企私

有化购买股份等方面也大有可为。积极拓

展合作方式或成为中俄能源合作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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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 廖攀 摄

俄官员向中国示好 能源合作成“急先锋”
■ 本报记者 王 哲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孙春兰：

福建要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双跨越

全国两会的召开，

吸引了国内外大批记者

的关注。其间，各国记

者手持“长枪短炮”，对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

行“围追堵截”。

图 为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党 委 书 记 张 春

贤 面 对 大 批 记 者 的 提

问 ，笑 谈 自 己 开 微 博

一事。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

本报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

副所长巴曙松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估计

在上半年物价压力大的时期可能会有 1 次

至 2 次加息。

巴曙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利率

的调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价走势。“如

果对下半年的物价回落持乐观态度，则全

年加息的空间不大。”

央行今年首次提出将社会融资总量作

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自 2010 年至今，央

行已经 8 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3 次加息。

巴曙松称，在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监

测工具后，对于利率工具的运用可能会更

为灵活和频繁。但欧美日等经济体刻意保

持低利率水平，制约了中国利率政策大幅

调整的空间。

巴曙松指出，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更多

是为了对冲剩余的流动性，因此准备金率

的调整与央票的发行等对冲工具的运用频

繁与否，取决于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如

果持续有大量的贸易盈余和资本项目流

入，包括准备金率在内的货币对冲工具可

能就会频繁使用。” （毛 雯）

巴曙松：上半年物价压力大
或有1次至2次加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