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象”为何打不过“蚂蚁”？

———天津市场注水肉暴露监管软肋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孙洪磊

今年以来
，

记者陆续接到
天津市部分群众反映

，

市场上
销售的一些猪肉比较

“

水
”。

记
者日前在天津采访时发现

，

天
津生猪屠宰企业发展陷入怪
圈

，

生产放心肉的大型现代化
屠宰企业大多陷入困境

，

朝不
保夕

。

有关企业和专家呼吁
，

当
前我国猪肉消费占老百姓肉类
消费的六成以上

，

政府必须强
化监管

，

严厉打击注水肉
，

保障
群众的食肉安全

。

注水猪肉知多少？

“

吃起来口感不好
，

不如以
前香了

”，“

平日在超市和市场
上经常买的品牌肉很难买到
了

”，

今年以来
，

陆续有天津市
民向记者反映买肉时发现的问
题

。

为此
，

记者日前进行了走
访

。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绍兴道
附近的刘师傅在一家事业单位
食堂工作

，

他告诉记者
，

平时家
里吃肉都到附近的农贸市场
买

，

他一般都会有意识地去买
大品牌的放心肉

，

但现在市场
上品牌肉真假难辨

，

一些铺子
里卖的肉按一下直冒水

，

现在
只能靠经验来识别哪些肉好

、

哪些肉不能买
。

在南开区黄河道附近的一
家津工超市

，

正在买肉的李先
生对记者说

，

他过去认为农贸
市场的猪肉新鲜

，

所以一般都
在那里买

，

可是这几年市场卖
肉的越来越不像话

，

卖的时候
全都说自己的肉是天津肉联厂
或其他大厂的

。

但买回家才发
现

，

有的肉冒血水
，

一加工分量
少了很多

；

有的肉骨架很大
，

肉
特别红

，

不知是什么肉
。

南开区长江道一家大饭店
的领班说

，

现在很多人愿意在
大饭店吃饭

，

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是许多小饭馆的原料安全没
有保障

，

尤其有的猪肉吃起来
味道不正

，

感觉像是
“

水肉
”。

据群众反映
， “

顺利
” “

宝
迪

”“

宝顺
”

等是近年来天津市
大型屠宰企业生产的放心肉品
牌

，

在天津市场上口碑较好
，

认
可度较高

。

但记者日前走访了
天津市多家农贸市场

、

大中型
超市

，

发现这些品牌在市场上
占有率很低

，

在一些猪肉批发
市场甚至销声匿迹

。

“

我们的经营受到了注水
肉的严重冲击

。 ”

天津市大型屠
宰企业

、

天津宝迪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肉类加工分公司总
经理王德本说

，“

注水肉价格低
廉

，

从外观上也不好分辨
，

消费
者真假难辨

，

结果真正的放心
肉在市场上节节败退

。 ”

一些猪肉批发经营户直言
不讳地说

，

大厂的放心肉比较
贵

，

很多老百姓不认
，

而且很多
单位食堂

、

饭店相对来说更愿
意买价格便宜的猪肉

，

所以他
们进货时当然更倾向于进便宜
的猪肉

。

尽管权威部门从来没有公
布对天津市生猪市场注水情况
的调查和摸底数字

，

但多位业

内人士调查发现
，

天津一些农
贸批发市场至少

５０％

的猪肉属
于注水肉

，

而且长期未能根治
。

“大象” 为何打不过“蚂

蚁” ？

为何大品牌放心肉在市场
上不见踪影

？

记者走访了天津
排名前

５

位的大型现代化生猪
屠宰企业

，

发现了一个怪现象
：

这些现代化大型企业屠宰数量
极少

，

产能闲置
，

其中现代化程
度最高的一家企业已进入破产
程序

，

有的大企业则准备关门
转产

、

洗手不干
，

他们对生猪市
场的混乱状况满腹怨言

。

在天津市宝坻区的天津宝
迪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肉类
加工分公司

，

记者看到
，

尽管是
傍晚屠宰时间

，

但几条并列的
生产线只有一条在开动

，

偌大
的屠宰车间显得空空荡荡

。

“

公司
２０００

年投产了
５

条
自动化生产线

，

设计日产能屠
宰

８０００

头
，

但没想到这套设备
从未达产

，

有的设备已经生锈
了

。 ”

公司总经理王德本说
，

从
今年

３

月份至今
，

公司销售情
况更糟

，

平均日屠宰量只有
１００

头左右
，

经营惨淡
。

据业内人士介绍
，

排名前
５

位的大型屠宰公司设计日产能
总计近

２

万头
，

但目前他们的

日屠宰量加起来还不到
１０００

头
，

９５％

以上的产能被闲置浪
费

。

造成大型屠宰企业不景气
的症结究竟在哪儿

？

据多家企
业反映

，

主要原因是
“

小屠宰
”

遍地开花
，

市场无序竞争
。

天津
宝顺肉类加工有限公司王树桐
说

，

天津现有
３４

家生猪定点
厂

，

不仅数量多
，

而且水平低
，

不少小厂上一条滑轨
、

一套电
锯

、

一口水泥池就能屠宰
，

检验
检疫设施也不健全

，

以
“

问题
猪

”“

淘汰猪
”“

注水猪
”

的低价
优势冲击市场

，

搞乱了市场秩
序

。

王德本介绍
，

现在全国生
猪市场是大流通

，

价格信息沟
通十分迅速

，

各个屠宰厂的生
猪收购价几乎一致

，

而屠宰环
节的利润非常低

，

因此按常理
说

，

市场上各品牌猪肉的价格
应相差无几

，

但现在天津市场
上很多小厂猪肉批发价比正常
价格竟然低了

１５％

以上
，

一公
斤相差了

1．0

元
~1.8

元
，

这是极
其不正常的现象

。

“‘

宝迪
’

公司一直坚持不
进

‘

问题猪
’

和
‘

淘汰猪
’。

我们
如果昧着良心给猪注水

，

也能
降低成本

，

日屠宰量至少可以
上到

３０００

头
，

活得比谁都滋
润

。

但如果这样做
，

企业信誉就

彻底毁了
，

我们现在只能咬牙
坚持

。 ”

王德本无奈地说
。

根治市场乱象 呼唤监管

到位

对于生猪市场混乱现状
，

不少大企业不约而同地把矛头
指向政府有关监管部门

，

他们
认为正是由于有关部门的长期
监管缺位

，

导致市场整体环境
不净

，

给了动歪心思者可乘之
机

。

据企业反映
，

２０００

年以前
天津市生猪市场管理比较规
范

，

大型屠宰企业生意红火
，

“

顺利
”、“

宝迪
”

等企业就是在
那个时候被吸引来天津投资建
厂的

。

但自
２００１

年始
，

天津市
把定点屠宰厂审批权限下放到
区

（

县

）

级政府商务部门
，

而这
些部门只批不管

，

导致小屠宰
厂遍地开花

，

注水肉现象开始
抬头

。

后来尽管天津市商务委
收回审批权

，

但由于体制等多
种原因

，

对众多企业监管力度
不足

，

生猪市场陷入恶性竞争
。

天津市食品工业协会会
长

、

资深食品专家吴锁贵说
，

近
年来

，

天津市政府有关部门对
私屠滥宰与注水肉问题确实下
大力气进行了多次整治

，

但为
何管不住

、

打不绝
，

主要是现有
监管体制对查处工作形成了制

约
。

商务部门要会同卫生
、

畜
牧

、

工商
、

环保等多个部门联合
执法

，

协调难度大
、

成本高
、

效
率低

，

容易产生互相推卸责任
和通风报信现象

。

天津市某区商务委一位工
作人员对记者说

，

区级商务部
门也就一个主任几个兵

，

市场
那么大跑得过来吗

？

再说现在
屠宰户

“

很黑
”，

有一次集中查
处时

，

区领导和公安局长带了
百余名警察到现场也没镇住屠
宰户的嚣张气焰

。

平时查处工
作危险更大

，

出了意外不好办
。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
学院教授常健表示

，

生猪屠宰
属于食品安全事件易发的高危
行业

，

在不少发达国家均属于
严格控制的领域

。

而如今
，“

注
水

”

成为天津屠宰行业的潜规
则

，

导致低价劣质肉唱大戏
、

诚
信企业破产

，

这是一些政府监
管部门的失职

。

一旦部分正规
企业在经营不景气的情况下

，

为利益驱使生产注水肉
，

将是
很可怕的

。

企业
、

协会和专家呼吁
，

管
好猪肉安全

，

不能仅靠政府的
责任心

，

还需要从短期打击
、

长
期监管和体制机制上有所改
变

。

首先
，

要尽快协调相关部门
掀起打击注水肉风暴

，

震慑企
业的注水行为

；

其次是适当扶
持大企业和放心肉品牌

，

在今
后一段时间逐步淘汰水平低下
的小屠宰厂

；

最后是明确部门
责任

，

增强行政执法力量
，

从根
本上扭转监管的被动局面

，

把
关口前移

，

才能为群众创造良
好的食品安全环境

。

（新华社天津 11月 14 日

电）

编辑 /安 荣 2008年 11月 17日 星期一

TEL：0392-2189922� E-mail：qbwbar@126.com

特别关注

4

从京津城际高铁看 万亿元铁路投资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张 涛 齐中熙 徐 岳

在国家近日宣布扩大内需
的一系列政策中

，

铁路建设是
增加投资的重要方面

。

今后
３

年
，

我国铁路投资将达
３．５

万亿
元

。

未来
３

年至
５

年
，

我国几大
客运专线将全线贯通

，

相关区
域发展将迎来高速铁路经济时
代

。

运营
3

个多月的京津城际
高速铁路突出地表明

，

增加铁
路建设投资在扩大内需

、

改善
人民生活和增加就业方面

，

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

京津城际： 拉动消费品零

售额 0.31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
，

受国内外经济
形势变化影响

，

天津部分重点
行业出现增幅回落

，

然而
，

以旅
游业为主的内需拉动明显增
强

，

成为全市经济快速增长的
亮点

。

尤其是京津城际高铁开
通带来的众多客流

，

为天津扩
大内需

、

拉动消费提供了广阔
的空间

。

８

月
１

日
，

京津城际高铁正
式开通运营

。

短短
１００

天
，

运送
旅客

４５０

多万人次
，

拉动天津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０．３１

个
百分点

。

仅国庆期间
，

利用高铁
出行旅客每日近

７

万人次
，

天
津各精品旅游路线的客流量比
开通前增长了

３

倍至
５

倍
，

天
津市

４８

家主要商业企业销售
额超过

１７

亿元
，

比去年同期增
长

３５％

。

南开大学商学院于仲鸣教
授认为

，

研究以京津城际为代
表的高速铁路对拉动内需

、

保
持经济增长的贡献

，

不但要看
到其通过较高的上座率实现了
自身收益

，

还要看到项目对区
域经济的拉动效应

。

“

这些虽然不在铁路建设
的报表中显示

，

但潜在的经济

效益远远大于自身收益
。 ”

于仲
鸣说

，

京津城际高铁在国内率
先实现了铁路公交化

，

城市间
的交通已经变为城市内上下班
的通勤交通

。

北京和天津这两
个特大城市有望形成

“

半小时
经济圈

”，

真正实现同城化
。

两
地的百姓对居住

、

工作
、

教育
、

娱乐等方面的选择将更加广
泛

，

文化
、

休闲的资源将在城市
间实现共享

，

原本同质化的城
市产业

，

也将向差异化
、

专业化
方向转变

，

进而激发了新的消
费需求

。

人们看到
，

近几个月来
，

一
连串新的铁路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在天津铺开

：

城际高铁运营
１

个月后
，

铁道部与天津市签署
加快天津铁路建设会议纪要

；

１１

月
，

总投资估算
３３８

亿元的
津秦铁路客运专线开工建设

；

明年上半年
，

总投资估算
２４０

亿元的天津至保定铁路将动工
兴建

……

天津何以选择投资大
、

资
金回笼慢

、

具有公益性的铁路
建设

？

“

铁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大动脉

，

这既是天津立足当前
，

应对经济形势变化而研究制定
的有力

、

有针对性的措施
，

更是
为今后增长打基础

、

为将来发
展添后劲的长远之举

。 ”

天津市
市长黄兴国在评述这些重大铁
路工程的实施时认为

，

保持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适度超前

，

是推动天津经济保持平稳较快
增长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

“高铁经济” 催生中国经

济新格局

按照国务院批准实施的
《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

近年大
规模铁路建设全面展开

，

以高

速铁路为重点的客运专线网正
在加快推进

。

预计未来
３

年至
５

年内
，

我国相关区域经济发展
有望迎来

“

高铁经济
”

时代
。

今年以来
，

京沪高速铁路
、

京石铁路客运专线
、

石武客运
专线

、

津秦铁路客运专线等铁
路线的密集开工表明铁路建设
的步伐在加快

。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
需

、

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
，

其中之一就是
“

加快铁路
、

公路
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

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
、

煤运
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

”。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卢卫说

：“

这一轮铁路大建设
，

体现了平衡东西部差距
、

注重
民生

、

注重国家长远发展的重
大战略考虑

。

既可以拉动当前
经济增长

，

又开辟了进一步发
展的通道

。 ”

今后
，

随着京哈
、

京广
、

京
沪

、

陇海
、

哈大等一大批时速在
２５０

公里以上客运专线的全线
贯通

，

人们在享受更安全
、

快
捷

、

舒适
、

方便的铁路运输服务
的同时

，

相关地区区域一体化
趋势将加快

，

人流
、

物流
、

资金
流

、

信息流
、

文化流将实现空前
的融通

，

资源异地共享
，

优势得

到互补
，“

一加一大于二
”

综合
效应势必出现

，

这种综合效应
势必催生中国经济新格局的形
成

。

“

半小时交通圈
，

让京津两
座城市的居民得以互相选择居
住

、

工作
，

人员来往频繁
，

两座
城市的观念

、

生活方式相互渗
透

，

人才流动的渠道也不断拓
宽

。 ”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
研究院副院长刘秉镰举例说

，

国际上通过交通一体化实现城
市经济一体化的很多

，

日本的
东京与横滨

，

交通发达
，

人们的
生活和从业没有城市的概念

；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与海牙
，

便
利的公路和铁路把两市紧紧联
系在一起

。

每修一公里铁路可增加

600人就业

“

我国如此大规模的铁路
投资

，

可以说史无前例
。

它将对
经济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

。 ”

铁
道部发展计划司司长杨忠民告
诉记者

，

以正在建设的京沪高
速铁路为例

，

除在年内完成
５００

亿元的投资外
，

目前已经吸纳
１０

万劳动人口就业
，

也就是说
每修一公里铁路就需要劳动力
６００

人左右
。

明年
，

铁路新增建
设里程将达到

１

万公里
，

这意
味着新增就业岗位可达

６００

万
个

。

截至目前
，

全国铁路在建
和批准可研项目

１３５

项
、

投资
规模

１６６５６

亿元
。

２００９

年计划
完成铁路建设投资

６０００

亿元
，

拟安排新开工项目约
７０

个
，

其
中客运专线项目

１４

个
，

区际通
道

、

煤运通道及地区开发性项
目

３１

个
，

改建铁路等路网协调
性项目

２５

个
，

投资规模约
１

万
亿元

。

与此同时
，

安排开展前期
工作或规划研究项目

６５

个
，

投
资约

１

万亿元
，

争取
２０１０

年开
工建设

。

另外
，

根据客货运输需
要和新建铁路投产情况

，

未来
４

年计划安排机车车辆购置投资
５０００

亿元
。

“

党中央
、

国务院对铁路建
设已有明确要求

，

全国各地加
快路网建设的积极性也很高

。

一批已经论证成熟项目的批复
速度也明显加快

。 ”

杨忠民说
，

“

大规模实施铁路建设
，

不仅可
以拉动内需

、

促进经济增长
，

还
可以顺势解决长期制约国民经
济的

‘

瓶颈
’

问题
，

为今后的发
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 ”

目前
，

铁
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

“

瓶颈
”

制
约仍然存在

。

货物运输请求车
满足率一直不足

３５％

。

客运方
面

，

每天不到
３００

万坐席能力
，

日缺口达
１００

万坐席
。

杨忠民表示
，

铁路的大规
模投资绝不是搞重复建设

，

也
不是撒

“

胡椒面
”，

而是正当其
时的正确决策

。

铁路运输方式
在占地

、

节能
、

环保等方面具有
突出优势

，

加强铁路在资源性
物资和中长距离运输的骨干地
位以及经济发达地区旅客运输
的比较优势

，

对于实现综合交
通科学发展

、

和谐发展意义重
大

。

按照
２００９

年铁路完成工
程投资

６０００

亿元安排
，

根据定
额水平测算

，

消耗钢材
２０００

万
吨

、

水泥
１.２

亿吨
，

对
ＧＤＰ

的推
动为

１．５％

。

２００９

年安排机车车
辆购置投资

１０００

亿元
，

可提供
８０

万人的就业岗位
，

消耗钢材
５００

万吨
，

对相关产业总产出的
拉动为

１

万亿元
。

（新华社天津 11月 16 日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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