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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东方早报消息 中国首份以“摩

天大楼” 数量来衡量城市竞争力的研究

报告“2011 中国摩天城市排行榜”近日在

上海发布，香港、上海、深圳位列前三。 排

名前十位的城市还有广州、南京、重庆、

天津、武汉、北京、大连。

摩天大楼，现今通常指超过 40 层或

50 层的高楼大厦。 因摩天大楼起源于美

国，因此报告按照美国标准，以 152 米以

上的建筑为摩天建筑。

根据这份排行榜的统计显示， 当今

中国正在建设的摩天大楼总数就超过

200 座，这一数量相当于如今美国同类摩

天大楼的总数。

当前全球十大高楼中，中国有 5 座。

除了世界第一高楼在阿联酋迪拜， 世界

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第九高楼分别位

于中国台北、上海、香港、南京和广州。

未来三年， 平均每 5 天就有一座摩

天大楼在中国封顶。 5 年后中国摩天大楼

总数将超过 800 座， 达到现今美国总数

的 4 倍。 据统计，美国前 50 名摩天大楼

的投资方，仅有 16 座来自房地产或物业

公司，其余 34 座主要来自零售、石化、汽

车等实体企业。 在中国排名前 50 位已建

成的摩天大楼中 （不含港澳台地区），房

地产企业占了 25 座。

以实体企业投资为主体的美国发展

模式， 意味着大楼建成后出租运营压力

不大，企业总部本身就会消化一部分。 而

房地产企业开发的大楼， 则面临着建成

后的销售或出租压力。 因此榜单提醒，中

国摩天城市面临过度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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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钱江晚报消息 7 日上午，“中国

大学 50 强”2011 版正式发布， 这是本排

行榜的第四次发布。 据排行榜显示，北京

大学再次以总分 99.29 的成绩排名第一。

“中国大学 50 强”由中国人民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室发布， 今年是第四次发

布。

据主办方介绍， 榜单从核心竞争力

和社会影响力两大方面进行了打分。 其

中核心竞争力包括学科建设以及科研论

文，社会影响力则包含高考招生、网络知

名度以及留学生等内容。

从今年的榜单中可以看出，排名前 5

的高校分别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浙江大学，前 5 名

学校的排名与去年相比没有任何变化，

保持稳定。 而去年排名第 6 位的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和第 7 位的南京大学则发生

了位置互换，其余 10 强学校没有发生位

置变化。

从榜单中可以看出，在考量时，加入

了“网络知名度”一项。 据人大高等教育

研究室老师介绍，榜单中“网络知名度”

的提升，也包括校长的功劳。

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例， 华中科技大

学李培根校长（人称“根叔”）由于其发表

的一系列言论， 在今年的百度校长网页

搜索中搜索量大幅上升，由 2010 年初的

第 7 位大幅跳升至今年初的第 1 位，成

为最受网络关注的大学校长。 2010 年，

“根叔” 的声名鹊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再加上网络以及众多媒体与网民共同推

动，“根叔”李培根广为人知。

同时，华中科大知名度也在提升，很

多以前并不知道华中科大的民众也了解

了这个更名时间并不太长的大学。 排行

榜上，华中科技大学的“网络知名度”指

标得分大幅提升。 校长对大学的影响可

见一斑。

近日，有媒体报道，位于哈尔滨市区的哈药

集团制药总厂存在严重的污染问题， 工厂周边

废气排放严重超标，恶臭难闻；部分污水处理设

施因检修没有完全启动，污水直排入河，导致河

水变成墨绿色； 大量废渣不是不分地点简单焚

烧，就是直接倾倒在河沟边上。

事实上， 这已不是这家国内知名的制药巨

头第一次遭遇环保指责， 一个全国知名的制药

企业，年销售额近 50 亿元，却为何多年来一直

难以摆脱污染环境的指责。

环保部门严令药厂停产减产

哈尔滨市环境监察支队支队长彭旭证实，

今年 3 月 8 日开始， 哈药总厂排放的污水的确

超标，据他们调查，直接原因是药厂污水处理设

备出现故障。 药厂已对污水处理设备进行检修，

预计本月中旬将重新投入使用。 彭旭说，他们将

确保企业在检修期间， 不再将污水直接排入松

花江。

环保部门已经严令哈药总厂对产品进行停

产或减产，通过这种方式，降低排出废水的污染

浓度。

将处理废渣随意焚烧问题

在制剂厂厂区外，有一个用砖搭建而成的

“焚烧炉 ”，里面有废渣在燃烧 ，而且废渣可以

直接排到旁边的河里。 职工说，“药厂车间的垃

圾全往这儿倒 ，啥都有，盐酸 、硫酸 ，都是化工

产品”。

对此，彭旭承认，哈药集团的一家制剂厂存

在固体垃圾随意焚烧的问题， 因为焚烧点距离

哈药总厂很近， 因此对哈药总厂周边的环境也

造成了影响。彭旭说：“现场焚烧是不允许的。我

们南岗分局和固废办对此进行了详细调查，对

固体垃圾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处理意见。 ”

消除怪味儿药厂得搬迁

哈药总厂坐落在哈尔滨市学府路， 走在学

府路上人们经常会闻到一股怪味， 这股怪味的

源头来自哈药总厂的青霉素发酵车间。 这股怪

味一直困扰着人们，附近居民常年不敢开窗，即

使在夏天有人出行也戴着口罩。 有居民说，长期

被呛能得气管炎、肺气肿、口腔炎。 黑龙江政协

委员对药厂相邻区域空气质量检测显示： 硫化

氢气体超标 1150 倍，氨气超标 20 倍。

彭旭队长证实， 多年来， 对于这股“怪味

儿”，哈尔滨市民意见极大，尽管 2004 年开始，

企业投入三千多万元资金进行治理和整改，但

收效确实不理想。 他说，作为一个老企业，只能

是在既有条件下进行整改、修补，要从源头上解

决必须使用新工艺和新技术， 这种修修补补的

整改很难达到治理的效果。

要想根治怪味儿，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产

生怪味儿的车间实施异地搬迁。 彭旭透露，经过

多年论证、选址，目前异地搬迁已经有了眉目，

哈药总厂的青霉素车间将搬迁至哈尔滨市的阿

城区，本月中旬将签约。 一旦搬迁完工，哈尔滨

市民将彻底告别这股怪味儿。 彭旭表示，车间搬

迁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个原则是远离居民区，

并且应当在城市主导风向的下风向；同时，不能

简单地异地搬迁，要使用新技术、新工艺，从根

本上解决异味排放。 （据央视消息）

2011 版高校十强

1.北京大学

2.清华大学

3.复旦大学

4.中国人民大学

5.浙江大学

6.南京大学

7.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上海交通大学

9.北京师范大学

10.南开大学

中国摩天楼前三甲：

香港上海深圳

“中国大学 50 强”

2011 版榜单公布

大学前三甲：

北大清华复旦

艺术品拍卖频出“天价”，记者调查揭“天价拍卖”重重黑幕

280 元赝品起拍价 5 万元

水陆空肆意排污

哈药总厂被令停产减产

“无论是送拍时虚假鉴定还是拍卖后虚报成交

额，都说明拍卖市场存在假拍乱象。 ”张宁副会长说。

文化部文化艺术品鉴定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

陈兴保等官员认为，假拍的背后，程度不同地存在

欺诈、自我炒作、洗钱行贿、贪污等不法行为。

全国政协委员、 著名画家韩美林告诉记者，一

些拍卖公司公然拍卖署名自己的伪作，越来越多倾

其毕生积蓄买到赝品的买家纷纷找他控诉，甚至瘫

在地上，他不得不为买家再创作一幅真品。 韩美林

多次发律师函要求撤拍赝品， 但大都遭拒。“因为

《拍卖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拍卖人只要在拍前声明

不保证拍品真伪，便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法大律

师事务所律师李维说。

张宁副会长举例说：“有的行贿者利用拍卖平

台，鼓动受贿者送拍家中的赝品，而后与拍卖方和

买受人联手做局当真品拍得高价， 从而把黑钱洗

白、完成行贿。 ”

针对拍卖公司假拍等一些不法行为，中国拍卖

行业协会会长张延华坦陈，我国约有 250 家具备文

物拍卖资质的企业， 但其中真正做得好的并不多。

“对一些天价拍品，连专家都看不懂。有些人在利益

的诱惑下疯狂了，纯粹出于对艺术热爱的买家越来

越少，炒作概念、牟取暴利，严重背离了艺术的本

源。 ” （据《新快报》）

有些人在利益诱惑下疯狂了

正 如 火 如 荼 举 行 的

2011 年春拍频曝令人咋舌

的拍卖天价。 网民“网络小

丑星” 近日在雅昌艺术网

发表题为 《

×××

的画为

何能拍 4 亿多？ 》 的网帖

称， 当前艺术品拍卖市场

赝品泛滥、陷阱多多、监管

缺失， 天价成交额频现的

背后不排除有人为炒作的

可能。 该网帖迅速引发广

大网民关注和转载。 记者

调查发现， 近年来，“没有

最高、只有更高”的艺术品

拍卖市场表象繁荣， 但背

后却暗影重重， 不少拍卖

公司从拍品征集、 文物鉴

定到图录出版、正式拍卖，

存在虚假鉴定、 虚报成交

额、联手做局、洗钱行贿等

不法行为。

拍卖市场陷阱多多

网民“ZCN13”控诉：“我

曾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附

近一拍卖公司参拍一件花 1

万元钱买的奇石，公司鉴定师

一上来就估价 850 万元，但事

先让我交 2000 元图录费做宣

传。 拍卖当日，数百件拍品无

一件成交， 最后被告知流拍，

虽与拍卖公司几经交涉，图录

费 还 是 打 了 水 漂 …… ”

“w1j123” 等网民在天涯论坛

留言说，一些规模较小的拍卖

公司常采取“虚假鉴定、高估

藏品”的花招儿欺骗卖家送拍

以套取高额图录费；而一些拍

卖“巨头”为招揽卖家，不惜打

肿脸充胖子，用“联手做局、虚

报‘天价’成交额”等手段渲染

炒作、炫耀“实力”。

为牟利假专家颠倒黑白

记者近日到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以 280 元的

价格购得一件名为“金丝铁线”的瓷器，经中国文物

学会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会长张宁鉴定， 该瓷器为

20 年以内的仿品。 根据网民线索，记者随后来到具

有拍卖资质、位于该旧货市场附近的东方御藏国际

拍卖（北京）有限公司进行鉴定。

总经理兼鉴定师邓明谦说：“这可不是‘金丝铁

线’而是‘官窑’，宋代左右，器形靠谱，有品相、有卖

相。 ”“大概能估价多少？ ”记者问。 邓回答：“起拍价怎

么也得 5 万元。 ”邓煞有介事地说：“其实真假不重要，

赝品也能拍出去，有人就想买假货在家摆着玩儿。 ”

在被告知拍品将在全国 12 个城市巡回拍卖

后，记者表示有意签合同。 邓立刻话锋一转说：“我

们前期要收些费用，一件 1500 块。 ”“拍卖不是免费

吗？ 成交后还给你佣金呢。 ”记者问。 邓回答：“成交

也得看运气，况且前期我们还得为你制作图录搞宣

传啊……”

“当前存世的文物真品，90

％

以上都在博物馆

或大收藏家手中，少有流通，但‘真货’好像越拍越

多。 ”张宁说，“很多赝品粗制滥造，明眼人一看便

知，可一些拍卖公司所聘的假专家为牟利不惜指鹿

为马、颠倒黑白。即便一些真专家，由于拿老板的工

资‘吃人嘴软’，也违心做假鉴定，‘天价赝品’便肆

无忌惮地流向市场。 ”

拍卖天价后潜藏信任危机

针对网民反映“拍卖‘巨头 ’虚报成交额以招

揽卖家 ”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北京保利 ”“中国

嘉德 ”“北京瀚海”和“北京匡时 ”是国内四大拍

卖公司。 来自中拍协和四家公司官网的数据显

示，四公司 2010 年拍卖总成交额分别约为 91 亿

元、75 亿元、34 亿元和 26 亿元 ，位列当年国内前

四名。

依据四公司官网显示的拍卖规则 ,“保利”“嘉

德”和“瀚海”都向委托人（卖家）和买受人（买家）分

别收取落槌价 10

％

和 15

％

的佣金（总计 25

％

）,“匡

时”分别收取 10

％

和 12

％

的佣金（总计 22

％

）。 根

据拍卖公司公开的计算公式“成交额

＝

落槌价

＋

佣

金

＝

落槌价

＋

落槌价

×

佣金比例（如 25

％

）”，则理

论上四公司 2010 年佣金收入（主营收入）应分别约

为 18.2 亿元、15 亿元、6.8 亿元和 4.7 亿元。 因拍卖

业属服务行业，按营业税

５％

计算，则理论上四公

司当年营业税应分别约为 9100 万元 、7500 万元 、

3400 万元和 2350 万元。

然而， 记者从权威部门获得的数据显示，“保

利 ”“瀚海”2010 年已缴营业税分别约为 2305 万

元、952 万元，分别仅为理论值的 25

％

、28

％

；记者

随后在嘉德、匡时的《2010 年企业年检报告》中发

现，其当年“主营收入”分别约为 3.4 亿元、7500 万

元，分别仅为理论值的 23

％

、16

％

。

曾在保利工作的秦女士告诉记者，各拍卖公司

2010 年的佣金比例没那么高， 故主营收入也没理

论上那么大，“但买卖双方的佣金比例总和至少约

12

％

”。 可是，记者即便按此值计算，四公司的实际

主营收入与据其对外公布成交额推算的佣金收入

依然严重背离。

“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要么涉嫌偷税漏

税，要么涉嫌虚报成交额。”曾多次代理拍卖诉讼案

件的艾连庆等律师认为，动辄上亿元“拍卖天价”的

背后，潜藏着信任危机。

记

者

调

查

▲

内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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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

网民质疑

▲

哈药总厂肆意排污（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