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裘立华

新华社记者 徐松 周慧敏 桂涛

许多代表们分析认为，

当前的信心与希望很大程度

上源于新兴经济体正显露出

逐渐复苏迹象的事实。 以中

国为例， 全球经济增长在

２００９

年将接近停滞、 发达经

济体甚至进入负增长的背景

下， 中国经济一季度仍取得

６．１％

的增长， 为全球经济增

添了一抹难得的“亮色”。

摩立特集团中国地区董

事会主席爱德格·霍泰德告

诉新华社记者， 中国经济第

一季度有

６．１％

的增长，这是

一个好的迹象。 虽然中国不

能独自把世界经济带出泥

潭， 但这一增速足以提振中

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信心。

“我一直相信，中国经济

会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遏制

住下滑的趋势， 开始重新走

向比较健康的、 快速发展的

道路。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龙永图说。

“投资增速加快，消费较

快增长，国内需求持续提高，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 金融

市场平稳运行， 市场预期改

善……” 澳大利亚福特斯库

金属集团执行董事史贵祥对

温总理所言的希望感同身

受。 他告诉记者，中国经济运

行中所透露出的积极信号，

不仅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保

持发展势头的希望所在，更

是那些关注中国经济、 对中

国经济满怀期望的国际投资

者们的信心之源。

“光亮总是在隧道的尽

头闪耀，将来会证明一切。 重

要的是我们知道了下一步该

如何行动， 这是给我们的最

好机会。”史贵祥说。（据新华

社博鳌（海南）

４

月

１９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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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记者的调查，萧山区

物价局出具了一个书面材料，

称“举报人的数据是草稿，没

有与医院核对，开始的数据是

进货量， 需要扣除库存和损

耗。 计入登记表的数量，最后

由医院提供，且征得全体检查

人员认可并签名的（记者注：

徐宁初也有签名）”。

对于物价局和医院的说

法，徐宁初说：“我是当时执法

人员之一，参与了物价局和医

院的‘谈判’，经过讨价还价之

后，基本上是‘打折处理’的。”

“为什么医院无法提供进货清

单和检查清单？为什么物价局

不保留原始执法清单？简单地

说，就是物价局本应作为医院

乱收费的监管者，却最终成了

医院乱收费的帮手，严肃的法

律标准成了‘游标卡尺’，处罚

的钱不会到个人手里，还不如

少罚点， 和医院搞好关系，对

自己也有好处。只要纪委和检

察院愿意查，我愿意把我掌握

的更多材料告诉他们。 ”

虽然谁也不承认“为个人

牟利”， 但接受记者采访的干

部私下承认，当时确实有“人

情因素”， 因为考虑到公立医

院负担比较重， 需要财政补

贴，如果如实处罚，医院受不

了。再说查处的罚金也是上交

财政的，这样少罚一点，财政

就可少补助一点， 虽然不合

法，但结果是合理的。

叶帆说，萧山区物价局近

年来处罚款项相比其他地区

是高的，经常受到有关部门表

扬。 对于这样的解释，患者不

予认可。一位李姓市民说：“医

院乱收费是对病人的剥削，物

价局本应把乱收费的钱让医

院归还患者，无法退还的上交

国库，但是他们却卖‘人情’给

违法单位，太不公平了。 ”

杭州一位不愿意透露姓

名的律师说：“看病贵的问题

为何难以解决，关键原因是监

管部门没有采取切实措施，为

了部门利益，置广大患者利益

于不顾，‘执法打折’是一种典

型的体制腐败。 ”

记者调查发现，现行的物

价执法体制确实存在漏洞，由

于没有第三方的介入，一旦物

价局“手软”，乱收费现象就容

易失控。为此，有专家建议，应

完善现行的物价执法制度，可

由患者代表或者人大机构介

入执法，对检查者和被检查者

进行监督，防止“执法打折”，

杜绝“内部交易”。（据新华社

杭州

４

月

１９

日电）

乱收费：查出违规数额与实际处罚标准相差悬殊

举报人徐宁初曾担任过

萧山区物价局城乡所所长，现

为检查分局工作人员 。 从

１９８９

年到物价局参加工作至

今，徐宁初多次参加医疗收费

大检查。 徐宁初说，他参与医

疗收费大检查时，留下了检查

的原始材料，但这些材料反映

出的医院违规乱收费数额与

物价局实际处罚的数据形成

了“天差地别”。

徐宁初拿出

２００５

年度萧

山区物价局对萧山区第三人

民医院检查的明细表。表上显

示，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该院各种规格

的

Ｘ

光片合计为

６１５００

张，多

收患者的费用为

４９７４６９

元。

在

ＣＴ

片项， 表上注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第三人民医院

ＣＴ

片

１４×１７

的数量为

１６８００

张，多

收患者费用

２０７６４８

元。

“这两项相加，萧山区第

三 人 民 医 院 违 规 多 收 费

７０５１１７

元， 这还不包括其他

乱收费项目。但物价局最后认

定三院所有乱收费项目加起

来只有

２２７２１９．４５

元。 ”

为印证这样的行为不是

个别现象，徐宁初又拿出萧山

区物价局

２００６

年对第四人民

医院的检查明细表。 记者看

到， 在

ＣＴ

复制片和

ＣＲ

片一

栏 里 ， 登 记 多 收 金 额 为

５３５５００

元。 但在萧山区

２００６

年部分医院、卫生院药品及医

疗服务价格专项检查汇总表

上，记者看到，所有项目违规

收费金额为

１０６６８４．６

元。

难说清：物价局和医院方解释矛盾百出

记者就徐宁初的举报事

实采访了萧山区物价局局长

王和瑞。 王和瑞表示，徐宁初

举报的医疗收费检查情况他

是第一次知道，因为他没有参

与过具体的执法。

王和瑞叫来物价局检查

分局局长叶帆。 叶帆表示，要

调案卷才能作出解释。等了半

个小时， 叶帆回来称

２００６

年

度的案卷“失踪”，只有

２００５

年度的案卷。其中关于萧山区

第三人民医院的检查明细表，

记者看到了与徐宁初提供表

格完全不同的检查数据。

在这份表中，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三院

Ｘ

光片数量为

１２１２０

片，

比原始表少了

４９３８０

片，

ＣＴ

片只有

４４６７

片， 比原始表少

了

１２３３３

片，两者合计处罚金

额为

７３９９２．５５

元， 比原始表

少了

６３１１２４．４５

元。

对于前后相差为何如此

巨大，叶帆的解释是前面表格

登记的数量只是医院购进材

料的总数，最后登记处罚的数

量才是实际使用数，需要减去

库存和消耗。问医院库存和消

耗数为何数倍于实际使用数，

叶帆称不清楚。

在萧山区第三医院，记者

向院财务科科长傅潮法询问

医院一年的

ＣＴ

检查量。 傅潮

法叫

ＣＴ

检查科把业务量数据

拿来， 说平均每个月

ＣＴ

检查

量在

７００

人左右。

傅潮法用计算机一算，确

认医院在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４

年

的

ＣＴ

使用量为

１６８００

片，他

对记者说：“这个数据是对

的。 ”这正好与徐宁初提供的

表相吻合。过了一会他发现不

对，又称萧山区物价局最后处

罚的“

４４６７

张”是对的，至于

为何有如此大的差距，他说已

忘记了当年的情况。

记者要求傅潮法出示前

几年的

ＣＴ

片和

Ｘ

光片进货

量，傅潮法说，因为软件太差，

医院前几年的数据都没了。但

记者注意到， 第三医院

２００４

年已经使用了“用友软件”。这

时，叶帆解释说，当时

ＣＴ

片的

价格波动很大， 物价局处理，

扣除了进价高的

ＣＴ

片。

记者又来到萧山区第四

人民医院。 记者问

ＣＲ

片查处

金额和实际处罚金额相差为

何如此之大，该院副院长徐忠

明的解释是，当时医院

ＣＲ

检

查价格是

７５

元， 这个价格虽

然比物价局规定的

５８

元要高

１７

元， 但是当时杭州市医院

的

ＣＲ

检查费超过

９０

元，就

和物价局讲了，这个价格萧山

区医保部门是承认的，杭州那

么高都不查处，萧山能不能少

罚点，所以物价局就没有按照

这个价格处罚。

当记者再问

ＣＴ

片情况

时，徐忠明则说，

ＣＴ

片当时确

实进货太多，但实际使用没有

那么多。 记者问去年的检查

量，徐说只有门诊登记，没有

电脑资料。

缺监督：“执法打折”是对患者的严重不公

萧山区物价局被指纵容乱收费

医院罚款也打折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物价局一工作人员近日向记者实名举报， 称近几年

来萧山区物价局在检查当地医院收费情况时，发现医院乱收费现象严重，但最

终执法时却没有依法处理，而是与医院“协商定价”，打折处罚。

摆脱危机的“ 明灯”

———博鳌亚洲论坛提振信心与希望

“凝聚共识，深化合作”，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

区域金融稳定”，“发挥投资

的拉动作用”，“推动绿色经

济” ……

１９

日闭幕的博鳌亚

洲论坛

２００９

年年会就亚洲

国家加强合作， 为亚洲国家

摆脱金融危机和复苏经济点

亮了一盏“明灯”。

参加论坛的代表们认

为，这些共识，传递出的积极

信息， 让他们看到了摆脱危

机的路径， 增强了他们催生

经济复苏的信心。

中国应对措施为世界带来借鉴

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０９

年年会开幕式上， 温家宝总

理发表了题为 《增强信心

深化合作 实现共赢》 的主

旨演讲。 其中温总理就亚洲

国家加强合作所提出的五点

主张， 成为本届论坛引人注

目的一大亮点。

“温总理的讲话为亚洲

经济的恢复和持续发展勾勒

出一幅具有战略性、 富有远

见的路线图”， 菲律宾前总

统、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拉

莫斯说。 他认为，亚太地区的

人民乃至欧美和非洲的人民

都将受益于这五点主张；这

些主张对于亚洲乃至全球经

济复苏“都将非常有帮助”。

蒙古国总理巴雅尔在接

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 中国

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对世

界都有借鉴意义”。 他面对影

响全球的金融危机， 亚洲各

国应该加强合作， 共同寻求

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对

于中国政府提出坚决反对贸

易保护主义， 重视促进自由

贸易的主张深感认同。 他认

为，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威胁

下， 很多国家会开始设置更

多的贸易保护壁垒， 这将导

致更大的全球性经济灾难。

“就澳大利亚来说，和其他国

家和区域的合作越来越多，

尤其是和中国在经济和投资

方面的合作。 因此，自由、开

放贸易和投资环境对澳大利

亚来说十分重要。 ”霍克说。

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

主席吴荣恪认为， 亚洲国家

需要团结起来， 这样才更有

力量。 他十分赞赏中国决定

投入

１００

亿美元， 建立中

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支持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举

措。“这表明，扩大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指向非常明确，亚

洲稳定基金不是纸上谈兵。 ”

吴荣恪说。

加强合作：紧握共御危机的钥匙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

擎之一，亚洲曾在

１９９７

年发

生过金融危机， 暴露出新兴

经济体在金融体制和国际合

作方面的薄弱和不足。 时隔

１０

余年， 又一场金融风暴席

卷而来， 亚洲经济如何走出

衰退、迎来拐点，无疑是与会

代表最关心的议题。

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０９

年

年会指出， 在经济全球化条

件下， 世界各国的命运已紧

紧联系在一起， 没有一个国

家可以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独

善其身，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

以一己之力战胜这场危机。

亚洲各国不仅要把本国的事

情办好， 而且要进一步加强

合作，携手努力，同舟共济，

推动亚洲共赢发展， 成为世

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

长、 中方首席代表曾培炎认

为， 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全

球性的挑战。只有加强合作，

才能共克时艰。 在许多与会

代表看来， 全球经济下滑其

实也为各地区重新估价、重

建和改革提供了一次独特的

机会。“经济危机召唤着亚洲

国家之间更深层次地合作与

协调。 这意味着更多的地区

内投资和关于共同安全的跨

国合作。 ”拉莫斯说，他倡议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联

合起来， 以协作的方式共同

抵御发达国家经济下滑的影

响。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

长樊纲表示， 亚洲各经济体

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怎

样在世界金融体制改革当中

发挥自身影响力。 他认为，在

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发生变化

的关键时期， 亚洲各国应通

过相互合作谋求共同利益。

信心与希望：照亮前方的明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