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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2010年“成绩单”出炉

《统计公报》：GDP达39 . 8万亿元 粮食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

全年CPI涨3 . 3%
全面反映2010年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就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8日如期发布。如何
看待去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特别是与民生息息相关领域
的变化？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谢鸿光。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统计公报》显示，去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7983亿元，
比上年增长10 . 3%，国民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

谢鸿光说，去年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是在非常复杂的
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实现的。国际上，欧债危机此起彼伏，全球经
济二次探底的担忧从未间断，美国经济的复苏由于失业率居高
不下、消费持续萎靡不振远未达到原来的预期，世界经济复苏之
路艰难曲折、步伐缓慢。

宏观经济来看，前三季度，经济增长逐季回落，一度引起对
于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担忧，而9月份之后物价上涨突然加速，
又引发持续的通胀预期，对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构成巨大挑战。

在一系列政策的调控下，国民经济在2009年回升向好的基
础上不断巩固，四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分别增长11 . 9%、
10 . 3%、9 . 6%和9 . 8%。

粮食生产“七连增”

《统计公报》显示，去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4641万吨，比上
年增长2 . 9%，创造历史最高水平，连续7年增产。

他说，去年我国的气候条件是近年来较为严峻的一年，低
温、干旱、洪涝灾害接连不断。年初，气温较低，雨雪天气偏多；春

季，西南部分地区出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干旱，7、8月份南方部
分地区又遭遇洪涝等特大自然灾害；10月份，海南又遭受了特大
洪涝灾害。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强化扶
农、惠农政策措施，在政策的强力推动下，秋粮实现大幅增产，全
年粮食再获丰收。

谢鸿光表示，粮食增产对稳定居民消费价格起了重要作用。
9月份以后，虽然由于农产品价格导引的物价上涨持续加快，但
由于粮食增产的有力支撑，全年CPI上涨3 . 3%，基本实现了全年
预期的目标。

内需增速仍然较快

《统计公报》显示，去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9728亿美元，比
上年增长34 . 7%。其中，出口15779亿美元，增长31 . 3%；进口13948亿
美元，增长38 . 7%。进出口相抵，顺差1831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6 . 4%。

谢鸿光说，考虑到2009年进出口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大幅下
滑，2010年的外需增长有一定的恢复性增长的成分，但全年进出
口、出口和进口均超过2008年创造的最高纪录，显示外需已经恢
复至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同时，内需延续了2009年快速增长的势头，增速仍然较快。
热点消费快速增长。其中，金银珠宝类增长46 . 0%，家具类增长
37 . 2%，汽车类增长34 . 8%，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7 . 7%。显
示消费热点持续旺盛，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不断加快。

初步测算，去年内需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 . 5个百分点，
对增长的贡献率为92 . 1%；净出口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 . 8个百
分点，贡献率为7 . 9%，显示内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支撑比2009年更
加协调。 （据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2010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
告时，提出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他表
示，提出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综合考虑了去年价
格变动的翘尾因素、居民的承受能力等，并为资源环境
税费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留有一定空间。

温家宝———
2010年GDP增长目标8%左右

CPI涨幅3%左右

脏回顾

目前，粮价上涨压力增大，为让粮食危机不在国内重演，政府和央企正严阵以待———

中粮等四大粮企被禁止入市收粮
国内粮食涨价的压力正考验着央企。近日中国四大粮食央

企接到政府指示，不能进入市场收粮，以免造成粮价上涨。为调
控粮价，国家也正计划出台政策。记者获悉，如粮价再次快速上
涨，国家可能降低粮食进口关税。为让粮食危机不在国内重演，
政府和央企正严阵以待。

央企被限购

北方旱情仍在持续，粮食产量有可能下降，但国内四大粮食
央企却迟迟不见动作。春节前，四大央企限制收购原粮之初，国
内粮食价格开始回调。而随着旱情加重，稻米的价格又开始上
涨。“我们就接到了上级部门打来的电话，让我们暂时停止收购
原粮，因为粮价上涨得太快，央企减少收购可以平抑粮价。”四大
粮食央企之一的内部人士透露。一位期货人士也透露，“市场确
实有传言，政府针对粮食尤其是玉米，实行限制收购，但是并没
有成型的文件。”

粮价见涨 粮食难收

“春节前，有少数企业已经开始囤粮。”期货分析师李墨达表

示，“在两会期间粮油价格不能出现波动，粮油市场表现得不是
很活跃。”

但对于粮价上涨的预期，市场上收购动作早已开始。央企在
受限购指示要求不算严格的地方，已经展开收粮行动。“但是优
质的稻米已经很难收到，好稻米的供应仍然紧缺。”中纺粮油的
一名采购人员认为今后的粮食价格上涨压力依然很大。

在囤粮的背景下，央企却只能置身事外。“所有的消息都预
示着粮价要上涨，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多储备粮食，但是，限制
收购的政策使得我们束手无策。”一位央企内部人士表示。

粮食关税或将下调

与此同时，国际粮价已经大规模上涨，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统计，去年玉米的价格暴涨了52%，小麦上涨了49%，黄豆上涨了
28%。李墨达表示，由于粮食产品价格的关联性，美国的玉米制乙
醇项目扩产将推高玉米的价格并连带所有粮食进入新一轮涨价
周期。中粮集团一位副总曾透露，“目前中国对进口大豆的依存
度已经达到70%。”如果国际粮价上涨，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从
知情人士处得知，如果国内粮食价格出现大幅波动，政府有可能
通过关税政策调整粮食价格。 （据新华社电）

全国“两会”即将开幕，“城乡居民如何增收”势必再次成为代表委员们热
议的焦点。地方“两会”已经全部闭幕，今年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都非常明确
地提出了几件“实事”、“大事”，大部分省份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做了十分明确
的量化指标。根据目前的统计，全国有26个省份2011年居民收入增长目标定为
10%以上。在这些地方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居民收入要“跑赢”GDP和CPI成为
最大的“共识”。“要幸福，首先要让口袋幸福起来”，让老百姓的“钱袋子”尽快
鼓起来已经成为新一轮民生布局的指向。通过这些十分明确的量化指标，政府
敢于作出承诺又体现了责任和自信。 （综合）

为抵御粮价的上涨，目前日本已经有多家粮食企业深入
到巴西等粮食主产国设立加工厂和多个收购网点以及交通运
输设施，以保障国内的供给。“但是，中国的粮食企业还没有走
到国外去。”一位粮食行业的资深人士向记者表示。

我国海外采购还面临着一个挑战。负责储备粮食的中储
粮每次出现在国际市场上，国际粮价都会被炒高。因此，目前
中国的粮食企业还是通过贸易商购买粮食。

一家粮食央企的内部人士认为，“虽然大量的需求是我们
的硬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国资委直属的四大粮食企业在国
际上购买粮食。因为这四家企业常年在国际市场上买卖，不容
易被外界了解中国的粮食策略。”

曾有企业上书，让其他企业代替中储粮在国际上出现，以
避免国际粮价“借题发挥”，但是国家发改委最终没有给予答
复。“现在，出现了与2008年类似的价格上涨，这样提案应该重
新被提起。”曾参与提案的人表示。 (据新华社电)

“大量的需求是我们的硬伤”
粮食海外采购面临挑战

声
音

据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国
务院国资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意见要求，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把改革创
新贯穿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国有企业思想政
治工作全过程。

意见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国有企业
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学习教育，坚定干部职工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强化形势政策教育，激励干
部职工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激发干部职工爱岗敬
业、奉献社会的热情；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增强
广大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
疏导，引导干部职工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
表达利益诉求。

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
作的责任体系和保障机制。健全符合中国特色
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要求的思想政治工作格局；
强化企业党委(党组)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中的
领导职责；充分调动企业基层党组织做好思想
政治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实行企业行政领导

“一岗双责”的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积极发挥
企业工会等群众组织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方面
的重要作用；加强企业政工队伍建设；加大企业
思想政治工作经费保障和阵地建设力度。

意见要求，加强对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的组织领导。加强党委和政府对国有企业思想
政治工作的领导；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国
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协调；加强思想政
治工作研究会对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调查
研究；营造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国有企业思想
政治工作的浓厚氛围。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国有

及国有控股企业

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发布

这是海口市某黄金饰品店内的当日金价牌
(2月28日摄)。2月以来，受国际金价强劲上扬
势头的影响，国内黄金价格持续高位震荡，2
月28日，海口市千足金饰品价格上涨至382元/
克，市场分析人士对黄金市场长期走势看好。

┮新华社发

国内黄金饰品价格持续上涨

综合新华社北京２月２８日电 随着中低速
磁浮交通运营示范线（Ｓ１线）２月２８日在北京启
动建设，我国将拥有第一条完全中国自主知识
产权的磁悬浮交通线和世界上第二条中低速磁
浮运营线。这同时表明，我国中低速磁浮技术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

磁浮列车利用电磁力抵消地球引力，通过
自动控制手段使列车悬浮在轨道上运行，被称
为“零高度飞行器”。中国磁浮技术首席科学家、
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常文森说，磁悬浮列车无电
磁辐射污染，对人体无害。他说，磁悬浮列车利
用电磁力抵消地球引力，通过自动控制手段使
车体与轨道之间始终保持约为1厘米的间隙。磁
力一旦离开这个空间，就恢复到与地磁场差不
多的水平，不会对乘客造成损害。

中国首条自主知识产权
磁悬浮线开工

磁悬浮列车无电磁辐射污染

让居民收入“跑赢”CPI
成为最大“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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