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北京某高校萧教授很高兴，筹备

了一年的研究课题终于在国家某部委立项

了，20 万元的科研经费也顺利获批。“这要

在上半年，应该就没这么顺利了。快到年底

了，部里面有大笔未花完的年度预算，课题

审批更好通过一些。”他说。

在某国家机关当公务员的小王最近也

很 高 兴，过 两 天，他 和 几 个 同 事 要 出 国 考

察。他私下告诉记者：“年底‘突击花钱’，完

成预算，成了一些部委的头疼事，这时候组

织出国考察，既解决花钱难题，又变相给员

工福利，一举两得。”

年终岁尾，“哗啦哗啦”点钞花钱之声正从

各地政府传来，纳税人的钱正以各种说的过去

说不过去的方式流出……面对没有完成的“财

政支出任务”，年底“突击花钱”再引争议。

两个月要花3万亿元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今年前 10 个

月，全国财政支出 9.27 万亿元，最后两个月

中有超过 3.1 万亿元待支，约占全年支出总

额的 1/4。如果考虑到 2011 年全国公共财

政支出决算额超过预算额的 9%，那么，年底

支出的钱可能更多。

最新出炉的数据是，11 月份，全国财政

支出 1.216 万亿元，约占全年预算的 9.7%。

如此算来，今年最后一个月，至少需要花掉

全年预算的 16.5%。

如此花钱“加速度”，不是“突击”是什

么？面对公众质疑，12 月 4 日，财政部财政

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解释说，超收结转安排

支出不叫“突击花钱”。一些预算单位密集

支付，也只是因为预算安排使得全年资金分

配“前少后多”。

不过，这种安排却造成年底钞票忙，发

票更忙。记者了解到，最近一段时间，很多

单位都以发票换福利的方式，集中收集发票

并进行报销支付，这也导致倒卖发票的黄牛

党跟着业务繁忙起来。

广 东 省 社 会 科 学 综 合 开 发 研 究 中 心

主任黎友焕指出，年底“突击花钱”是公开

的秘密，很多地方很多单位都存在这种情

况，主要原因是上年度的预算与下年度的

实际开支有着明显的脱节，尤其是上年度

的预算在下年度的年中才拨款，不少单位

上 半 年 没 钱 花，下 半 年 来 不 及 花，这 都 是

预 算 制 度 造 成 的 制 度 性 缺 陷 。 他 认 为 ：

“这种缺陷带来的年底‘突击花钱’肯定会

带来财政资源浪费。花钱压力下，一些可

花可不花的钱花出去了，一些可上可不上

的项目会仓促上马，一些可拨可不拨的款

项 拨 出 去 了 ，肯 定 会 造 成 资 金 资 源 的 错

配，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同时，花钱的时候“不买对的，只买贵

的”也引起了网友不满。近日，武汉一座据

称 耗 资 80 万 元 的 别 墅 级 豪 华 公 厕 遭“ 拍

砖”。网友吐槽称：“各地财政年底‘突击花

钱’，城市豪华公厕一座就七八十万，可在农

村山区建一座教学楼，再加上孩子老师的费

用，一年还不足 10 万元。”

花钱机制经不起推敲

舆论压力下，预算制度和执行情况成为

众矢之的。财政部相关负责人给出的解释

是，从历年预算执行情况看，财政支出进度

均呈“前低后高”走势。导致这一现象的主

要原因是，在每年 3 月全国人大批准中央财

政预算之前，项目支出中一般只有延续性项

目按一定的比例预拨部分资金，这样就使一

些资金延后支出。还有一些工程项目一般

是在年初启动，在年底完工验收合格后财政

才支付工程资金。

这一解释貌似有理有据，但经不起仔细

推敲。

黎友焕分析说：“本来对于延后拨款的

项目，其资金使用时间应该相应延后，对于

年底才完工验收的项目也应该酌情处理，而

不是所有的资金都一刀切。”

此外，据记者了解，中国制定财政预算

的方法是以基数法为主，即基于上一年的财

政支出，再结合一定的增长比率，确定第二

年财政预算。如果当年的财政开支没有用

完，第二年的财政预算就可能减少，这就形

成了“今年花的多，明年给更多”的机制。于

是，一些部门“突击花钱”，甚至扎堆出国考

察，大大增加了财政资金浪费的风险。

黎友焕表示，“今年花的多，明年给更

多”的机制完全是财政部门作为社会资金主

管 部 门 所 有 的 衙 门 心 态 和 衙 门 作 风 造 成

的。本来年底预算，下年度中期才拨款已经

不对，下半年花不完，清零并减少下年度的

拨款就更加不对。但问题是，很多部门包括

财政部门都知道不对，却还是坚持按照这种

不对的做法行事，这就是明知道是体制弊端

造成的缺陷，还是以缺陷为准则来行事。这

种方法明显存在巨大的问题。

“现在，财政部门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

倒管得死死的。如财政支出透明和细化问

题就是该管的，而且应该是公开的。”黎友焕

认为，财政部门应该对年底“突击花钱”问题

进行反思，社会各界包括人大都应该对财政

部门的工作加强监督和检查。

年底“突击花钱” 预算制度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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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行车

频遭国外反倾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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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银行末日狂欢

金融监管排查隐患

■ 本报记者 郝 昱 高洪艳

本期关注

国台办：“大陆十多种农产品

进台湾”系传言

新 闻 速 递

年终总结第二波：

细数中外企业“十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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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国美黄光裕与贝恩资本、雷士

吴长江与软银赛富之间轰轰烈烈的企业内

战，创始人与投资人之间和谐温情的面纱

早已被掀开。近日，上海家化与大股东平

安在战略决策上闹出的分歧再一次将上述

两者的矛盾置于阳光之下。

一年前，平安集团旗下的平浦投资击

退海航商业等多家机构，摘得上海国资委

出让的上海家化集团 100%的股权，并成

为上市公司上海家化的最大股东。在家

化眼中，平安最打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其承

诺未来会追加投资，帮助家化进入珠宝、

手表、服饰等时尚产业，打造 LV 式的高端

时尚产业集团。但现在，当上海家化总裁

葛文耀真正决定出手，想要将青睐已久的

老牌手表“海鸥”收入囊中时，遭遇的却是

来自平安的阻力，因为从财务角度看，平

安认为这个项目的投资风险高，短期回报

却很低。双方的矛盾由此被激化。

恰如硬币的两面，资方带来的既有资金

上的支持，也有决策上的掣肘，这让企业创

始人和投资人注定成为一对矛盾体。创始

人认为投资人只关心报表上的数字，不懂生

产线上的产品，而投资人认为创始人冲劲有

余但风险预警不足。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

同时存在何尝不是一种理想状态？永远做

不了朋友，但却休戚与共，正如李安新片中

的少年派与那只“陪伴”他的孟加拉虎。

如果没有凶悍的老虎，少年派能够在

陌生而疯狂的大海中活下来吗？看完最近

热映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很多人都不

禁发出这样的感慨。尽管遭受惊恐、面临

威胁，但同时也时刻警醒着，并被激发出无

穷的战斗力和意志力。为了避免被吃掉，

派只能不断挖掘自己的潜能去为老虎寻找

其他食物，满足它的需求，而共同面对风浪

的同时又要斗智斗勇争取地盘。

当我们把这个情境放进残酷的商界现

实中，一样可以找到对应的参照物——如

若没有挑剔贪婪的投资人，企业或许早已

在低潮逆境中湮没无踪。所以，正被投资

人所束缚和烦恼着的企业家有必要重新审

视投资人的作用，他们不是“门口的野蛮

人”，他们的作用也不仅仅在于初始时的投

入，还有存在中的价值，令人芒刺在背却永

远不会懈怠，让企业家学会在博弈中争取

更大的话语权，在压制下谋求更大的突破。

这一次，葛文耀或许会与他心仪的海

鸥手表擦肩而过，但他一定会为了实现自

己时尚产业集团的梦想，拼命寻找新的、风

险更小、回报更大的猎物。

■ 刘 佳

本报讯 针对大陆十多种农产品将

进入台湾的传闻，12 月 12 日，国务院台

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范丽青在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传

言。她指出：“长期以来，我们本着两岸

一家人的情谊，充分考虑台湾的实际情

况，尽量体谅和照顾台湾民众特别是中

南部农民朋友的实际利益。这是我们的

一贯立场，没有变化。”

范丽青还透露，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的协商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双方已达

成诸多共识，力争按约定在年底前完成

协商，适时由两岸两会签署协议。她说，

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启动协商以来，大陆

方面始终秉持互谅互让、互利共赢的原

则，尽最大努力考虑台湾方面的需求，作

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关于国家广电总局近期颁布的《关

于加强海峡两岸电影合作管理的现行办

法》受到台湾电影界人士的热议和关注，

范丽青表示，该办法提到的一些做法和

规范，都是听取了台湾业界以及大陆业

界的呼声和建议，从促进两岸合作、共同

繁荣两岸影视文化产业、共同弘扬中华

文化的角度来制定的。

范丽青说，办法公布以后，两岸合拍

片、台湾影片到大陆来播映，以及台湾业

者在大陆投资改建影院等方面都有了切

实可循的办法，相信对两岸文化创意产

业包括两岸影视产业合作将有良好的促

进作用。 （史卫燕 陈键兴）

“水客”走私风行

扰乱外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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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派与老虎式的企业生存法则

伟创力将收购

摩托罗拉移动天津工厂

新加坡代工厂商伟创力日前宣布，将收

购谷歌旗下摩托罗拉移动的天津工厂，并接

管其巴西工厂的运营。交易预计在明年上

半年完成。双方还将签署一项协议，由伟创

力代工生产安卓设备。伟创力并未披露这

项交易的财务条款。自今年早些时候以 125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摩托罗拉移动以后，谷歌

一直都在减少所持有的摩托罗拉移动资产。

电力投资两周批复16个项目

随着经济进一步企稳向好，与经济密切相

关的电力建设投资步伐开始加快。继12月3日

批复约114亿元电力投资项目后，12月10日，国

家发改委又批复 8个输变电工程和变电站扩建

项目，涉及资金 42.99 亿元。这意味着进入 12

月以来，国家发改委共批复了16个、总金额超过

156亿元的电力投资项目，为今年所罕见。

德国钢铁大王巨亏近50亿欧元

德国媒体日前披露，德国钢铁大王蒂森克虏

伯集团在截至今年9月底的2012财务年度内，亏

损总额近50亿欧元。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在

美国经营不善，该集团在美国业务亏损减记36亿

欧元。近年来，除投资和经营不善外，非法私下

约定价格、腐败丑闻和损失补偿以及监事会与经

营管理层不和等令蒂森克虏伯集团焦头烂额。

银行系入侵成外资险企最大挑战

2012年的国内寿险业难言回暖，外资保险

公司也不轻松。普华永道近日发布的《外资保

险公司在中国》报告指出，除了严厉的监管环

境和低迷的资本市场，外资保险公司还要越来

越多地面对银行进入保险领域所带来的压

力。几大国有银行纷纷控股了保险公司，使很

多外资保险公司感到不安。对一些公司而言，

经营策略和定位的调整正在进行。

中资财团拟购美企飞机租赁业务

美国国际集团（AIG）近日发表声明称，

集团旗下飞机租赁企业国际租赁金融公司

（ILFC）90%的股权，将出售给新华信托牵头

的 中 国 企 业 财 团，交 易 价 值 接 近 52.8 亿 美

元。ILFC 是全球领先的飞机租赁服务公司，

目前拥有及管理的飞机超过 1000 架。

（本报综合报道）

12 月 12 日清晨，北京迎来了今冬第二场降雪。记者从北

京某大型商场了解到，随着气温下降，棉服、羽绒服等御寒衣

物 开 始 了 大 规 模 的 打 折 促 销 。 瑞 雪 兆 丰 年，遭 遇 了 需 求 不

旺、成本高企、订单转移、库存积压的纺织服装企业正在“ 踏

雪寻春”。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谷歌“杀人不见血”

摩托罗拉移动被迫“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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