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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洪磊2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
国企业公布南海油气招标区块是正常的
企业行为，符合有关的中国法律和国际
惯例。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日前发布公告
称，在南海地区对外开放9个海上区块，
供与外国公司进行合作勘探开发。

在回应此举可能会激化中越矛盾的
说法时，洪磊表示，对于在南海存在的分
歧和争议，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将继续
致力于通过谈判协商妥善解决，包括积
极推进共同开发和合作。

“关于妥善处理中越之间的海上争
议，两国有许多共识。我们希望越方遵守
这些共识，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
的行动，立即停止在有关海域的油气侵
权活动。”洪磊说。

中海油在南海开放9区块

与外国公司合作开发
我外交部：正常企业行为

据新华社中国海监83船6月26日电
由中国海监83船、84船、66船、71船组

成的海监维权编队26日从三亚起航，赴
南海我国主张管辖海域进行定期巡航，
履行海洋巡航维权执法的神圣职责。

据悉，中国海监队伍拥有包括直升
机、固定翼飞机在内的9架飞机，超过280
艘船舶。目前，中国海监还有多艘船舶正
在建造，将大大加强海上实力。此次中国
海监定期巡航预计航程2400多海里，相
当于陆地4500公里。若海况允许，将进行
海上编队演练。

中国海监编队赴南海
维权巡航执法

据新华社西安6月26日电 陕西省
安康市26日通报了对镇坪县妇女冯建梅
大月份引产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
定，认定这是一起强行实施大月份引产
的违规责任事件，并对镇坪县相关干部
进行了处理。

安康市政府认为，镇坪县曾家镇政
府对冯建梅政策外怀孕实施大月份引
产，违反了国家及陕西省人口计生部门
关于禁止大月份引产的规定，要求冯建
梅及其家属交纳4万元保证金无法律法
规依据。镇政府有关工作人员，在动员冯
建梅终止妊娠过程中，违背当事人意愿，
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造成了大月份引产
的责任事件。安康市政府决定对镇坪县
政府分管计生工作的副县长于延媚给予
行政记大过处分；撤销江能海镇坪县人
口计生局局长职务；撤销主持曾家镇全
面工作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抨印副
书记及镇长职务。

■关注立法

我国拟修法规定
地方政府不能举债

政府全部收支将纳入人大监管

地方政府债务急剧上升

针对部分地方政府债务上升的情况，预算法修正案
草案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在会上表示，
一些常委委员、部门和专家提出，近些年地方政府债务
急剧上升达十万多亿元，带来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必须
引起高度重视。法律委员会研究认为，地方应严格遵循
编制预算不列赤字的原则，对地方债务应从严规范。

据此，修正案草案删除了一审稿中关于地方政府举
债的规定，明确“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
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

分析人士指出，这一调整反映出中央对当前地方政
府超过十万多亿元债务的管理态度。在欧债危机持续蔓
延，全球经济前景依然不明朗的情况下，此举传递出我
国将从严规范地方债务、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信号。

各级政府预决算都应及时公开

为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预算法修正草案二次审
议稿规定：预算收入的编制应当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相适应，不得隐瞒、少列政府收入，不得将上年的非正常
收入作为编制和预算收入的依据。

根据草案规定，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预算调整、决算，应当
及时向社会公开，但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除外。

专家表示，此次修正案草案强调各级政府的全部收
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意味着我国政府全部收支将
纳入人大监管视野。

实现劳务派遣同工同酬

针对劳务派遣滥用的现象，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
严格限制劳务派遣用工岗位范围，规定劳务派遣只能在
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乌日图在会
上表示，当前劳务派遣用工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劳务派
遣单位过多过滥，经营不规范，有的用工单位甚至把劳
务派遣作为用工主渠道，被派遣劳动者同工不同酬、不
同保障待遇的问题比较突出等。

草案增加规定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
的劳动合同以及与用工单位订立的劳务派遣协议，载明
或者约定的向被派遣劳动者支付的劳动报酬应当符合
同工同酬的规定。

“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

初次审议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规定，每
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为老年节。

据预测，到“十二五”期末，老年人口将达到2 . 21亿，
到2025年突破3亿。目前城市“空巢”家庭大幅增加，已接
近50%。草案规定，禁止对老年人实施家庭暴力，家庭成
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
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
年人。

草案对家庭养老作出重新定位，将现行法老年人养
老“主要依靠家庭”修改为“以居家为基础”，进一步明确
了赡养人对患病和失能老年人给予医疗和照料的义务，
并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创设了老年监护制度。

◆地方政府不能举债、除涉密外预决算都应

及时公开、严格限制劳务派遣用工、设立老年

节……26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审议了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劳动合同法

修正案草案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部分

草案新规定密切关系社会热点。

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我国首次通
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并转贷给地方的方式，增加地方
政府财力。

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破解地方政府融资
难题，我国在现行预算法基础上有所突破，通过中央财
政代发地方政府债券的形式，当年发行2000亿元地方
债，并将其纳入地方预算构成地方债务。此后的2010年

和2011年又以此方式每年发行2000亿元地方债，并在
2012年将额度增加至2500亿元。

审计署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地方政
府性债务余额为10 . 7万亿元。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
债务率为52 . 25%，加上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
务，债务率为70 . 45%。此外，2012年和2013年将是地方债
务到期的高峰，两年到期额度合计超过3万亿元。

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认为，当前
放开地方发债风险较大，地方配套制度不健全，地方
还不上的债务最终还是中央财政兜底，因此要持谨慎
态度。 (以上均据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分析

地方债还不上
最终是中央财政兜底

一份供水成本监审报告揭示：

连超标吃喝费也进了涨价成本账———

一方水虚报3毛5分

◆水价改革，今年资源类产
品价格改革的“重头戏”。近期，长
沙、广州等城市开始上调水价。从

“水源地”到“水龙头”，供应一方
水到底需要花费多少钱？水价成
本的“猫腻”有多少？记者辗转获
取了一份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
审清单”，挤出了隐藏于纷繁数字
中的“水分”，发现一方水的成本
中，企业竟多报0 . 35元。

虚报17%，水价成本的秘密在哪里？

面前这份广州市水价“监审清单”，行内人一看就明白，但对普通老百姓而言，也
许仍是一头雾水，更难以想象获得这些数据的艰辛。

判断水价上涨是否合理，必须先用准确数据揭示真实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去
年2月至今年2月，广州市价格成本调查队对广州市自来水公司2008年至2010年度情况
实施了供水成本监审。在这份“监审清单”中，一方水被企业多报成本0 . 348元，比真实
成本2 . 016元“虚高”了17 . 26%。

“猫腻”从何而来？“清单”显示，城市供水成本包括制水成本、输配成本、期间费用
和新增成本四部分，而此次成本监审发现，其中三项都“掺了水”。

其中，将净水输送到用户过程中的输配成本，企业自报数为3 . 66亿元，核定数为
3 . 47亿元，被多报0 . 19亿元；管理、销售和财务等期间费用，企业自报为4 . 8亿元，核定
数为4 . 58亿元，多报0 . 22亿元；而引水工程、水厂改造等新增成本这一项“水分”更大，
企业自报为8 . 78亿元，核定数为5 . 36亿元，被多报3 . 42亿元。

记者调查分析发现，政府财政投入、企业吃喝费用、“虚高”管网漏损等费用，都被
算进企业供水成本中。粗略计算，按广州市相关部门核定的每年近12亿方的供水量，
每方水若多收0 . 35元，一年将超过4亿元！剔除0 . 35元的水分后，按照广州市最新居民
自来水价格调整方案，为1 . 32元/立方米涨至1 . 98元/立方米，调价幅度为50%。

三大涨价理由是否“站得住脚”？

“投入增加说”“管网漏损说”“企业超支说”是本轮涨价的主要理由，但能否“站得
住脚”？

——— 引水工程政府投入17亿元，算到供水成本中？
广州实施了西江引水工程，总投资79 . 7亿元中有政府投入17 . 3亿元，按成本监审

规定不应计入定价成本，更不能转嫁给公众。而广州市自来水公司却将这17 . 3亿元巨
款，都算入供水成本，公众则将为财政已承担的成本“重复买单”。

——— 管网漏损高，水价自然高？
管网漏损严重，一向是供水企业亏损、水价上涨的理由。记者调查发现，广州市自

来水公司自报的漏损率为15 . 74%，而经过监审核定的漏损率为14%。缘何“高报”？业内
人士道出玄机：漏损率高，供水成本就高，水价自然就能“水涨船高”。

——— 超标吃喝费，也该消费者买单？
2008年至2010年期间，广州市自来水公司共发生业务招待费1123万元。按照当地

成本监审办法规定，这项费用不超过主营业务收入的5‰，且按企业实际发生额的60%
计入定价成本，最终核定为674万元，“挤”出吃喝费449万元。

“糊涂账式”的涨价，企业私利绑架社会公利

资源类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复杂，“专业性强”往往成为一些企业制造“糊涂账”
的“挡箭牌”。尤其是那些没有进行监审的城市，水价中的“水分”怎能“挤”得出来？

记者在全国多地采访体会到，要见到这份“成本监审清单”实属不易，一些城市水
务部门要么拖延推诿，要么涉及秘密，“不宜公开”。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傅涛等专家表示，没有切实的成本监审，如何防止企业转嫁成本给消费者？公众疑问
如果没有合理解释，“理顺资源类产品价格”的良好初衷，就很容易成为消费者承担的

“单边”涨价，最终导致企业私利绑架社会公利。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陕西通报孕妇被强制引产案：

两官员被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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