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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记重拳：标普将欧盟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欧洲各央行备欧元“后事”
12月7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将欧

盟长期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美国《华尔
街日报》8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欧洲各中
央银行开始斟酌应急预案，为个别国家离开欧
元区或欧元区解体的可能性作准备。

负面观察欧元区大降级？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7日将欧盟长
期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这意味着未来
90天内，欧盟将有50%的可能性被降级。

标普当天发表声明说，将欧盟评级列入负
面观察名单，主要是担心欧元区政治、金融和货
币问题日益恶化背景下，欧元区主权国家以及
欧盟未来的发债融资能力可能受冲击。

标普指出，2011年欧盟62%的预算收入来自
欧元区，德法分别贡献16%和14%，因此欧元区
和德法等主要国家的信用状况直接影响欧盟的
评级前景。而欧元集团主席、卢森堡首相容克表
示，“标普的这一举动对于欧盟一些国家来说无
异于‘一记重拳’。”

欧元区解体可能性20%

《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欧洲各中央银行
开始斟酌应急预案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欧元区
形势正迅速恶化。直至今年秋季，各家央行还未
产生类似想法。

全球决策者、央行行长和投资者正翘首以
待本周欧洲联盟峰会，希望欧洲领导人能给持

续两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一个通盘解决方
案。法国财政部长弗朗索瓦·巴鲁安会前放话，
法、德领导人若拿不出“有力”方案，重塑市场信
心并阻止危机失控，就不离开欧盟峰会。

不过，德国一匿名高级官员7日给峰会大泼
冷水。路透社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我今天必
须说，对于达成全面协议，我比上周更加悲
观……许多头面人物仍不知道形势多么严峻。”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7日发布报告，建议投资
者和企业对冲欧元区瓦解的潜在风险，尽管这
份报告预期欧元区解体的可能性仅为20%。报
告说，摩根大通的许多企业客户正购买金融衍
生品对赌欧元。

印钞工作令人头疼

欧元2002年1月正式启用前，众多“设计师”
曾花费多年时间筹划这种新货币的发行，包括
纸币、硬币的印刷和铸造，以及在全欧洲银行和
企业的流通步骤。

一旦欧元区解体，挑战之一即是现有欧元
贷款和储蓄必将转换为新货币。各个国家需要
决定是否重用旧有货币，以及如何快速印刷大
量纸币。

《华尔街日报》报道，爱尔兰中央银行最
近数周已初步讨论，是否需要购买更多印钞设
备，以备欧元区解体或爱尔兰退出欧元区。一
名与会者说：“两个月前没讨论的各种事情都
得到讨论。”

欧元区大多数中央银行至少保留有限印钞

能力。尽管欧洲央行负责决定欧元供应数量，但
印钞工作全部外包给欧元区成员国央行。希腊
和爱尔兰等央行仍有一些印钞设备，其他央行
则外包给私人企业。

欧元区局势令英格兰银行一些官员蹙眉。
他们担心，一旦欧元区解体，德拉鲁将承接大量
欧洲印钞订单，而无暇顾及印刷英镑。

非欧元区国家或与欧元脱钩

瑞士虽不是欧元区成员国，但瑞士法郎和
欧元的汇率显示出相当大的正相关性。如今，瑞
士国民银行正考虑采用哪种或哪些货币代替欧
元，发挥外部基准作用稳定法郎。

欧元诞生前，德国马克是瑞士法郎的主要
基准。上世纪70年代一段时期，瑞士央行甚至把
法郎与马克挂钩，以阻止法郎升值。《华尔街日
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现在如同上世纪
70年代，德国是瑞士最大贸易伙伴，如果欧元区
解体，新的德国马克在理论上将替代欧元。

不过，瑞士央行同样在考虑其他结局，包括
欧洲出现多个货币联盟。

波黑央行一名女发言人说，波黑本币现阶
段挂靠欧元，万一欧元区发生不测，挂靠对象将
转换成应运而生的任何硬通货。欧元诞生前，波
黑本币曾挂靠德国马克。

拉脱维亚央行一名发言人说，该行可能寻
找一个财政政策严谨、与拉脱维亚贸易往来密
切的欧洲国家，把本币拉特挂靠于它的货币。

(综合新华社电)

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8日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谈到，欧美国家近年出现危机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过度福利化和债务化，使经济和财政难
以持续。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

谈到美国经济，保尔森承认，由于科技进步、
劳动者技能和教育缺失，以及全球化等因素，美
国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过度负债存在于家庭、
企业和政府多个层面。中产阶层收入多年没有明
显增长，贫富差距加大，而信贷泡沫掩盖了这些
问题。美国现在需要采取措施，重建经济基本面。

谈到对中国经济的总体评价，保尔森认为欧
美经济变化，或使中国经济外部形势更加艰难。
对中国而言，关键在于加速推动改革。例如深化
金融市场改革，使普通居民的存款能够获得更多
回报。而在这一过程中，应该坚持市场化的方向，
而不应从西方的危机中得出错误结论。

保尔森强调，在他看来，美国危机的根源
主要不是市场机制的问题，而是政府决策和监
管方面的缺陷，欧洲方面则是欧元结构性的先
天不足。

（据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美前财长保尔森：

过度债务化的教训

值得中国借鉴

脏声音

北京市质监局8日表示，目前正在就车用汽
油和车用柴油的两个北京市地方标准公开征求
意见，截止日期是2012年1月7日，拟把“90号、93
号、97号”的汽油牌号分别修改为“89号、92号、
95号”，且车用汽油和车用柴油的硫含量都将降
至“不大于0 . 001%(质量分数)”。

据了解，如果汽油、柴油中硫含量超标，会
在发动机中燃烧后生成大量二氧化硫和三氧化
硫，这都是对人体有毒有害的气体。北京市质监
局标准化处相关负责人解释，因为降低了汽油
中硫的含量，因此汽油的冶炼工艺就要进行调
整，汽油牌号也就有了相应变化。

北京拟改变汽油牌号
并降低硫含量：

90

89

93

92

97

95

■专家说法

硫降低 PM2 . 5浓度也变低
北京现行的国Ⅳ标准汽油，硫含量为“不大于

0 . 005%。环境化学专家董金狮介绍，硫含量比原标准严
格5倍意味着汽车加了国V汽油后，排放的硫化物含量
浓度也相应降低5倍，而硫化物是影响空气的重要指标，
酸雨的形成主要就是因过多硫化物的存在。PM2 . 5中，
硫化物也是一个组成部分，汽车排放要求严格，对
PM2 . 5微颗粒的浓度会相应降低。

■变化

加新汽油 北京能减排10%
据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处长李昆生介

绍，硫含量是燃油的标志性指标，欧Ⅳ标准中对硫含量
的要求是不大于0 . 005%(质量分数)，而在即将推行的国
Ⅴ排放标准中，对燃油中的硫含量也必然提出更严格要
求，由以前的0 . 005%下降为0 . 001%。

李昆生介绍，北京目前约有400万辆汽油车，如果全
部加上新油品的汽油，每年将减排10%，几十万辆柴油
车每年的排放量也将减少7%。

（本报综合）

◆2011年国际传媒业盘点

2011，可以说是中国的“微博
之年”。从没有一年像这一年一
样，众多新闻事件始于微博、发酵
于微博、扩散于微博。

这一年，中国许多社会焦点
新闻报道的第一来源都是微博。

有这样一个趋势：因为微博
的产生，因为大量的网民参与，新
闻事件的报道和新闻人物的报道
本身开始由“自媒体”或者是用户
自己完成。

传统媒体的责任更多的变成
了这样一个角色——— 更多地解释
新闻，更多地作深入的调查。

在微博时代的巨大冲击下，
全球传统媒体，国际传媒产业何
去何从？

《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曝光、新西兰国家通讯社倒闭、

全球纸媒纷纷探索数字化转型

传媒：风往何处去
窃听丑闻敲响传媒警钟

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为采访工作提供了
极大便利，然而，“双刃剑”的另一面是：
一些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利用新技术手段非法
获取重要信息，令“无冕之王”的荣誉蒙
羞。

最突出的例证是今年7月因为窃听丑闻曝
光而不得不跟广大读者说再见的英国畅销小
报《世界新闻报》。该报的母公司——— 新闻
集团以及英国镜报集团旗下的多家报纸也被
卷入。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为挖“猛料”采
用“非正常采访手段”，一直是新闻伦理研
究中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卷入“窃听门”
的英国报业再次为全球新闻业敲响了警钟：
当媒体以“瞭望者”的身份“监督”社会方
方面面的动态时，谁来监督媒体？

新闻业欲彻底根治以“窃听”为代表的
“行业疾患”，有赖于媒体和记者对言行的
自我约束。传媒业如果不能成为洁身自律的
典范，在监督别人时就无法做到问心无愧。

通讯社：生命力如何延续？

数字时代，全球通讯社行业不但面临激烈
的市场竞争，更要全力以赴应对新技术的挑
战，在这个过程中，艰难和曲折可想而知。

今年8月31日，拥有132年历史的新西兰报
联社被迫关门，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全球舆
论的关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盛极一时
的新西兰国家通讯社，为何只剩40余名员工、20
多家用户，最后不得不关闭？究其原因主要有
以下三点：其一，互联网对传统通讯社业务冲
击强烈，报联社应对不力；其二，澳大利亚费尔
法克斯和APN两大新闻集团强势入侵，搅乱了
原本和谐的新西兰新闻业；其三，被迫放弃共
享模式的报联社自力更生，但影响力骤减，陷
入经营困境，最大股东撤资。

报联社的关张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于前景
的忧虑：通讯社是否仍然具有生命力？在数字
化背景下，创新发展思路，减少对媒体用户的
依赖，开展多元化经营，更多地直接面对终端
受众也许是通讯社未来的方向。

报业：探索新的内容销售模式

纸媒的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问题是如
何建立新的内容销售模式。新闻网站设立“收
费墙”的探索仍在继续，怎样更好利用平板电
脑平台和社交网络媒体是新的议题。

今年，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独立报》网
站分别推出收费阅读计划。至此，新闻网站收
费形成三种模式：一是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英
国《金融时报》的“内容创造价值”模式，由于这
两家媒体集中于金融领域，内容具有高附加
值，因此订阅收入稳定增长不难解释；二是英
国《泰晤士报》的“读者精英化”模式，该报在实
施严格的“收费墙”后失掉了90%的网络读者，
但该报相信留下的都是精英；三是《纽约时报》
和《独立报》的“尝试阅读”模式，即提供20篇免
费阅读文章，对其他文章进行阅读收费。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报业新闻网站有许多
新增流量是社交网站带来的。如何利用社交媒
体共享新闻建立新的内容销售模式？报业还在
酝酿之中。 （据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2011，中国“微博之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继前几个
交易日即期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触
及跌停后，8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盘中再
次跌停，这已是自11月30日以来，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连续第七个交易日触及跌停。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8日即
期市场早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度报6 . 36
位置以上，8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报6 . 3319，按与中间价千分之五波动幅度
计算，盘中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度触及交
易区间下限。

银行外汇交易员认为，即期市场人民
币对美元汇率连续触及跌停，这主要是市
场上美元买盘增多所致，其背后既与投资
者基于避险情绪而购入美元的投资行为有
关，也与机构的投机行为分不开。

“7日晚间非美货币出现一波明显的
下跌走势。引发这一轮下跌行情的原因在
于：英国7日公布了比预期更为悲观的10
月份工业生产数据，这增加了市场的风险
情绪。”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陈
瀚华认为。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第七日触及跌停

据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８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洪磊８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积极和
灵活的对华发展援助政策，有助于中欧双
方在更广泛意义上开展合作，符合双方共
同利益和需求。

有媒体问，据报道，欧盟委员会决定
从２０１４年起削减对中国、印度、巴西等１９
个新兴经济体的援助，并将援助重点放在
最贫困国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
认为，发展合作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欧双方通过发展合作，不断拓展各
领域交往，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取得了
互利共赢的结果。

欧盟削减对中国援助

据新华社台北１２月８日电 由台湾
《旺报》、新浪网等共同主办的“２０１１海
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活动，经过近一个
月的网络评选、逾４３７万票参与，结果于８
日在台北揭晓。“微”字在由两岸名人、
网友共同推荐的４２个汉字中脱颖而出，当
选海峡两岸年度汉字。

“微”字被选中，是由于不少人认为，
２０１１年在海峡两岸发生的一些重要事情，
都起始于看似“微小”的环节。

经过网络投票，“微”字获得４０万７４０５
票、“升”字获得３０万５７９４票、“快”字获得２８
万３０１０票、“跌”字获得２７万２８６７票、
“盼”字获得２６万１７４８票。

２０１１海峡两岸年度汉字

“微”

据新华社成都12月8日电 四川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8日晚宣布，经过半年多
时间调查，四川蜀中制药有限公司个别品
种确实存在未严格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GMP)生产情况。按《药品管理法》
规定，作出没收违规所得、并处以罚款的行
政处罚，罚没共计600多万元，这成为四川
对医药企业罚没金额最大的一笔。

今年4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
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对蜀中制药
现场检查中发现，该公司中药生产过程中
违反GMP相关规定，随即收回了该企业中
药GMP证书，并要求企业中药生产线停产
整改。随后，四川对蜀中制药事件立案调
查，相关调查组进驻企业展开调查。

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总队
总队长何珣介绍，“到目前为止，尚未发
现以次充好、虚假投料问题，但确实存在
洁净区车间有地面损坏和地面裂缝；部分
设施设备陈旧，维修、维护不及时等违规
生产行为。”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安全监管处处长王涛说。

另外，调查组还发现该企业生产的复
方黄连素片、川贝枇杷糖浆未按相关要求
生产，例如缩短川贝渗漉时间，使有效成
分没有完全沁出。何珣说，“我们已责令
其召回2010年1月至2011年3月期间生产销
售的上述药品。”

据了解，经过半年多停产整顿后，蜀
中制药已于日前恢复生产，其停产期间超
过规定期限生产的中药制剂的中间物料已
进行监督销毁。“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有
过违法行为的企业的定期抽检，确保广大
市民用上放心药。”王涛说。

四川蜀中制药
未按规范生产受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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