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00 万股民去年亏损面达 87%，机构投资亏损

超过 4000 亿元……”一组令人揪心的数字出现在九三

学社中央提交给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的大会发言

材料中。 本应成为投资乐园的股市缘何沦落为无数人

的“伤心地”？ 这一关系到数千万投资者切身利益的问

题引起代表委员的高度关注。

A 股 10 年领跌全球

九三学社中央提供的数据显示，A 股市场 20 年来

给予股民现金分红的总额只占融资总额的 17%， 低于

股民的交易成本， 股民只能靠二级市场股票的价格波

动来获利。

无论是短期投资还是长期投资，人们都发现，A 股

很难赚到钱。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易敏

利感叹说，“融资和投资应该是股市的两条腿， 现在只

有融资一条腿了，路怎么可能走得稳？ ”

数据显示，近些年来，A 股市场每年的融资额都在

数千亿元，即便是在股指连连下跌的 2011 年，融资额

也达到 6780 亿元。

完善制度着眼长远

股市的现状令投资者失望， 也让监管层心焦。 近

期，证监会力推上市公司分红，提倡长期投资和价值投

资，推动养老金入市，以期尽快将股市引上健康发展的

轨道。 代表委员认为，股市顽疾非大力改革不能解决，

监管层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改革大方向是对的，但股市

问题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改革都须谨慎，千万

不要使改革措施成为急就章。

“证监会建议将社保资金结余、住房公积金和财政

盈余投资于股市， 这虽能暂时缓解股市困境， 却有风

险。只有通过改革克服制度缺陷，才能从根本上推进股

市的健康发展。 ”九三学社中央认为。

代表委员们建议，资本市场改革要找准路径，分层

次地谨慎改革，推进股票发行机制的市场化，实施严厉

的退市制度，加快证监会职能从“管制”向真正“监管”

的转变。 （据《半岛都市报》）

补贴低收入群体要与

农产品价格涨幅挂钩

全国政协委员、 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建议，把

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调整，与

农产品价格涨幅挂钩， 而不是与居民消费价格（CPI）

涨幅挂钩。

黄海委员指出，农产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

影响远远大于其他群体。“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消费

结构和水平差异很大。 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贴，以现

行的 CPI 作为依据显然不够妥当。 ”黄海指出。

黄海建议，在继续发布 CPI 的基础上，编制并发

布农产品价格指数，并据此确定对低收入群体生活补

贴的时机及幅度，减轻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实际生

活水平的影响。 （据新华社）

别让股市沦为股民“伤心地”

去年 5000万股民亏损面达 87%

代表委员建议大力改革完善资本市场

卫生部长陈竺：

招标采购

非改不可

以药补医难题如何解

决？ 2012 年新版国家基本药

物目录较第一版有何变化 ？

儿童医院排长队该怎么解

决？ 4 日上午， 全国政协委

员、 卫生部部长陈竺就备受

百姓关注的几个问题接受了

记者的专访。

招标采购一定要改革

“以药补医，包括加成部

分、流通过程虚高部分，都必

须革除， 否则再多的钱也堵

不了黑洞。 ”陈竺说，一定要

改革， 尤其是在招标采购环

节， 不仅是药物， 还包括耗

材。

他认为， 取消以药补医

后， 要加强政府对公立医院

的投入， 更重要的是要发挥

好医保在支付制度改革中的

关键作用。

“要撬动价格机制改革，

原来有以药补医， 医疗服务

价格被扭曲。 现在要把过低

的护理费、诊疗费、手术费提

上来，有降有升，总量控制 ，

调整结构。 ”陈竺说。

2012 版基本药物

目录增加专科用药

针对百姓关注的 2012

年即将出台的新版基本药物

目录，陈竺表示，基本药物目

录和报销目录要有一个不断

完善的过程。

“2012 版的新目录希望

覆盖医疗机构、 包括一些大

型医院的必须用药。 第一版

主要是常见病用药， 没有抗

癌药。 2012 年版增加了一些

专科用药。 ”

增加对儿童医院和

综合医院儿科的投入

“因为经济效益不高，得

不到充分发展， 现在的儿科

医疗机构不够， 专业儿童医

院才

７０

多家，综合医院里

面的儿科也在萎缩。 我们非

常重视，要加大投入。 ”谈到

各地儿童医院看病、 打吊针

排长队的问题时，陈竺说。

“现在缺儿科医生是实

实在在的， 儿科医生的教育

也是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应

该恢复医学院校若干年前取

消的儿科系。 ”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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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柴宝成曾做过追踪调查：“菜园子” 里收购价每公斤 4 角钱、6

角钱的蔬菜，让种植户“苦笑”，但到了市民的“菜篮子”里，涨到了每公斤 2 元、4

元。

菜农抱怨“卖贱”，市民抱怨“买贵”，中间环节则抱怨“钱难赚”，为什么会出

现这种“怪现象”？ 柴宝成委员认为，蔬菜流通环节多、流通费用高是“主凶”。

这一点也得到刘乃兰委员的赞同。 她说，流通环节多，不仅导致层层加价，而

且增加了损耗、人力等成本，成为推高食品价格的重要因素。

“除了环节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也是主因。 ”一些物流行业的代表委员说，

长途公路运输返程空载率高，利润的三分之二缴了过路费和油费，“雁过拔毛”的

各种罚款更不用说。

一方面，超市、菜摊的租金随房价攀升水涨船高；另一方面，超市、商场收取

名目繁多的进场费、上架费、广告费、店庆费、返利费、促销费、管理费、年节费等，

这些最终都成为物价上涨的“推手”。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等人表示，当前国内

蔬菜流通成本占最终菜价的三分之二； 国内物流总成本在 GDP 中占 21.3

％

，而

发达国家仅为 10

％

左右。 挤压流通成本可为“降价”提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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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

字背后有何蹊跷

———代表委员解析物价“三大矛盾”

“发烧”的肉价、“高企”的菜价、“跟涨”的大宗商品、“待涨”的水电油气……

当前物价虽已“高位回稳”，但“控物价”形势依然严峻。

粮食丰产，食品却领涨；产品提价，企业仍喊亏；两头诉苦，中间直喊冤———

面对扑朔迷离的物价矛盾，代表委员们寻根究源、建言献策。

“粮食丰产了，食品却领涨”

———如何减轻百姓“餐桌负担”？

在新一轮物价较快上涨中，食品价格被视为“领头羊”，让百姓感觉“餐桌负

担”越来越重。

全国人大代表、纺织女工张晓燕深有感触地说，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消费

主要花在“吃”上，感受更明显。“现在早饭吃一碗馄饨和一套煎饼果子要八九块

钱，比前几年涨了一大截。 ”

央行发布的 2011 年第 4 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68.7

％

的居民认为，当

前物价“高，难以接受”。

百姓感受背后有统计数据支撑。 去年 8 月以后物价涨幅虽然开始回落，但全

年 5.4

％

的涨幅仍远超年初 4

％

左右的预期目标，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11.8

％

。

令人费解的是，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八连增’，为何食品价格仍大涨？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委员认为，“表面上看农业

丰收了，食品价格不存在大幅涨价的基础条件，之所以出现急剧攀升，与去年的投

机性炒作、一直以来粮食生产结构性弊端，以及调控预警相对滞后都有关系。 ”

那么，如何为百姓餐桌“减负”？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委员认为，“控物价”与“增收入”，要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特别要避免中低收入群体陷入“收入跑不赢 CPI”的尴尬。只

有双管齐下，才能减轻普通百姓的生活压力。

“政府还要完善市场调控和监管，消除季节性、结构性农产品短供，严防投机

炒作。 ”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委员说，“同时还应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代

替散户种养模式，提高供给能力和竞争能力。 ”

“产品已提价，公司仍喊亏”

———如何减压企业“成本上涨”？

涉足食品行业的天津华明集团董事长刘乃兰委员已年近七旬， 她常常逛菜

市场，也感觉当前物价偏高，她道出了“成本上涨”刚性拉高物价的无奈。

“糖价从十年前每吨 1000 多元涨到 4000 多元，另外人工、水电等其他成本也

在上涨，食品厂生产的冰激凌出厂价虽提高三四毛钱，但依然利润微薄。 ”刘乃兰

委员说。

对于成本推动，青岛即发集团董事长陈玉兰代表也深有同感。 她说，作为一

家主营纺织服装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去年仅用工成本就增加 20

％

。

另一个物价推手是国外“输入性通胀”。 欧债危机发酵，大宗商品价格频繁波

动，一些国家滥发货币“救市”，对国内物价上涨形成潜在支撑。

“企业的成本变化，直接影响物价走势。 ”浙江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代

表说，中小微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 90

％

以上，其产品大都是生活必需品，帮助中

小微企业减轻成本压力，就是“保民生、控物价”。

郑新立委员认为，应当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降低中小微企业经营成本和融

资难度；同时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减少产品提价对物价的冲击。

“成本上涨是一个因素，但企业竞争力最终还是靠自己。 ”郝建枝代表认为，

企业消化成本上涨压力，不能一味靠提价，更要向产品创新和转型升级要效益。

“两头诉苦，中间喊冤”

———如何“挤出”中间降价空间？

·访谈·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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