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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社科院省情综合研究中心、山东大明经济发展
研究中心《山东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调查报告》日前发
布。调查显示，我省大学生存在一定的心理健康隐患。

据介绍，本次调查以系列问卷的形式，对我省部分高
校 1000 名大学生的自我评价、学习环境、就业压力、感情
问题、人际关系、家庭情况等方面进行随机调查。

调查显示， 46 . 17% 的受调查者“非常自信”和
“自信”， 45 . 43% 的“有时不太自信”， 5 . 60% 的
“不自信”， 2 . 80% 的“常常感到自卑”，后三者选择
比例占到了 53 . 83% ，说明大学生自信心的整体状况并
不令人满意。

在“你认为自己常处于哪种情绪中”的调查中，
42 . 55% 的学生选择了“快乐、喜悦”和“安静”，有
31 . 91% 的大学生选择了悲哀、忧愁、郁闷、无聊、烦
躁、生气、愤怒等低落情绪。仅有 40 . 32% 的学生认为
自己的日常生活方式“多姿多彩”和“有趣”，多达
59 . 57% 的学生感到“平淡”和“枯燥”；觉得压力
“大”和快要“崩溃”的占 37 . 13% ，而且大四和研究
生的选择比例明显高于低年级学生，女生高于男生。
43 . 16% 的学生认为“就业竞争太激烈”是“上学后遇
到的最大挫折”， 23 . 01% 的学生觉得“人际关系微
妙”， 19 . 94% 的学生“学习成绩不理想”，这三者的
选择比例高达 86 . 10% 。

38 . 65% 的学生最想改变“能力”， 19 . 50% 、
11 . 6 7% 、 10 . 3 3% 的学生希望改变“知识”、“习
惯”、“财富”等等。对能力的重视远远超过了知识，
这与较大的就业压力有很大关系。 75 . 11% 的愿意吃
苦，因为这样能够锻炼自己的毅力，表明敢于吃苦，勇
于拼搏的精神仍是大学生的主流。

有 36 . 87% 的学生“上网”打发“业余时间”；
22 . 87% 的“逛街”， 9 . 42% 的“打游戏”，其中男生占
大多数；有 16 . 19% 的学生选择了“参加兴趣小组”。

在“你希望毕业后的去向是什么”的调查中，
33 . 8 8% 的学生选择“在工作中寻找机会深造”，
30 . 69% 的选择“继续深造”，只有 24 . 92% 的选择“就
业”， 10 . 51% 的要出国发展。

调查显示，只有 9 . 86% 的学生表示经常参加社会公
益活动， 26 . 05% 的学生表示仅仅参加过， 41 . 37% 的学
生偶尔参加，有 22 . 72% 的学生基本上不参加。 58 . 83%
的表示愿意参加社会实践，帮助他人； 57 . 45% 的学生
表示热心参加公益活动。

《规划》根据区域功能定位、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生态保护、
经济布局和人口分布，把黄河三角洲地区分
为核心保护区、控制开发区和集约开发区三
类区域，按照适度扩大核心保护区面积、协
调推进控制区的保护与开发、有序推进集约
开发区建设的要求，分五大领域明确了高效
生态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

——— 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黄河三
角洲是一个待开发、正在开发的地区，生态
环境相对脆弱，决不能走“先开发、先污
染、再治理”的老路。科学发展观要求别的
地区不能走这条路，高效生态经济区更不能
走。为突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这条主线，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不仅是《规划》分量最
重的一部分，而且也摆在了优先的地位。首
先，《规划》把生态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要求加强生态林、自然保护区、水源涵
养区、重要地质遗迹、湿地、草地、滩涂和
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和植
物原生态，恢复和增强生态服务功能。第
二，《规划》要求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坚持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标
准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形成环境共
同保护、共同治理的新局面，切实提高环境
质量。第三，《规划》要求集约节约利用资
源，积极探索资源集约节约和持续利用的有
效途径，建立完善资源开发保护长效机制，
推动土地集约化利用、规模化经营，提高水
资源集约利用水平，合理开发矿产资源，实

现集中集约用海。第四，《规划》要求大力
发展循环经济，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
化的原则，推进国家循环经济试点企业加快
发展，推进环境友好型产业集群发展，推进
重大循环经济项目建设，推进清洁生产审
核，壮大循环经济规模，建设全国重要的循
环经济示范基地。

——— 构建高效生态产业体系。黄河三角
洲的生态脆弱性决定了只有发展高效生态经
济，才能走出一条比其他地区起点更高、可
持续发展能力更强的发展道路。目前，黄河
三角洲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比重偏高，
与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发展方向不太吻合，必
须统筹规划，周密部署，加快转变发展方
式，大力发展高效生态经济。《规划》指
出，要按照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协调推进的
要求，充分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推动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一是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
业，突出特色，建设全国重要的生态畜牧、
健康养殖、优质粮棉、特色果蔬生产加工出
口、经济林草基地。二是坚持走新型工业化
道路，以园区为载体，大力发展环境友好型
工业，促进产业集群发展。三是以现代物流
和生态旅游业为重点，推进现代服务业加快
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通过
努力，形成以高效生态农业为基础、环境友
好型工业为重点、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高效
生态产业体系。

——— 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基础设施是经
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基础设施相对滞后，

是制约黄河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
因素。目前，黄河三角洲没有高标准的防潮
堤坝，开发建设成果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
胁；淡水资源相对贫乏，对产业发展有重要
制约；港口建设规模较小，铁路建设滞后，
高速公路网络尚未形成，支撑经济发展的能
力偏弱。《规划》强调，要加强基础设施一
体化建设，增强发展高效生态经济的支撑能
力。一是围绕构筑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的安
全屏障和提高水资源供应保障能力，高标准
规划建设防潮体系，加快引供水体系建设。
二是围绕构筑便捷、通畅、高效、安全的现
代综合运输网络，加快港口、铁路等重大交
通设施建设，加快打通连接京津冀、长三角
和东北地区的陆海通道。三是围绕形成安全
清洁的能源保障体系，加快推进能源设施建
设，优化能源结构，稳步发展石油，建设生
态环保型燃煤电厂，加快城乡电网升级改
造，大力发展新能源。

——— 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水平，是反映社会和谐程度和区域
协调发展的重要标志。让区域内人民公平享
受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是发展高效生
态经济的最终目的和重要内容。《规划》指
出，要以改善和保障民生为重点，大力发展
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形成覆盖城乡、设施完善、适应生态经济发
展的公共服务体系。一是大力发展科技事
业，提高科技对高效生态经济发展的支撑能
力；二是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强化人才和智

力支撑；三是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
度；四是加强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丰富
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五是突出保障和改善民
生，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扩大社会保
障覆盖面，完善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管理服
务体系。

——— 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发展高效生态
经济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更需要靠改革创新
建立完善有利于高效生态经济发展的体制机
制。比如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节能减排、未
利用地的开发利用等，都直接依赖于改革和
创新。因此，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建设，更要
把改革和创新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规
划》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形成经
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良性互动、协
调推进的体制机制，为高效生态经济发展提
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要加快推进行政管
理、财税和金融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的改革与创新，进一步增强区域发展活力和
动力。要在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
节约用地制度的前提下，改革土地管理
和土地利用方式，支持开展未利用地开
发管理改革试点，更好地发挥后备土地
资源丰富的优势。同时，围绕提高开放
水平，《规划》提出要加强对外开放平台
建设，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主动加强与周
边地区特别是天津滨海新区和辽宁沿海经济
带的经济技术合作，进一步拓展高效生态经
济发展空间。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国家战略·专家解读

高效生态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
———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规划》编制组负责人范恒山详解《规划》④

最近一段时期，粮食价格、食用油价
格、城市供水价格、成品油价格、天然气价
格等重要商品的价格问题，以及未来是否出
现明显通胀都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负责人１４
日回应了这些热点问题，认为今后一段时间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将继续保持基本稳定态
势，出现明显通货膨胀可能性不大。

问：今后一段时期粮食价格还会不会继
续上涨？

答：为促进粮食生产发展，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保护农民利益，国家将继续加强粮食市
场调控，引导市场粮价温和上升。我国粮食连
续六年丰收，库存充裕。目前国有粮食企业原
粮总库存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水平，库
存结构也很合理，粮食市场供应是完全有保障
的，国内粮食价格不会出现持续大幅度上涨的
情况。

问：近期国内食用油价格有所上涨，这
是为什么？

答：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６０％依靠进
口，国内食用油价格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大。
２００８年国际市场油脂油料价格先涨后跌，

２００９年价格在去年下半年大跌后的水平上低
位波动。国内食用油价格走势与国际市场基
本一致，但波动幅度要小于国际市场。近两
个月，国际市场大豆、豆油价格上涨较多，
国内食用油加工成本增加，影响近期国内食
用油价格上涨，但目前价格水平总体上仍比
上年下降较多。

据监测，１２月上旬３６个大中城市大豆调
和油价格平均为每桶（５Ｌ）５２元，比去年１２
月份的５６．７元低８．３％，比去年３月份最高价
７１．３元低３７％。今年１至１１月平均，３６个大中
城市豆油和菜子油零售价格仍同比下降２８％
和２３％。

问：近期部分城市调整了城市供水价
格，原因是什么？

答：调整城市供水价格重点是解决污水
处理费偏低的问题。目前我国仍有约１／４的
城市和７１％的县城未建成污水处理厂，相当
一部分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负荷率不足
３０％，其中７０％是由于资金不到位、污水收
集管网不配套造成的。现行污水处理费标准
总体偏低，这是近期部分城市调整水价的主
要原因。

此外，近些年来，我国水资源费征收标
准有所提高，水资源的稀缺程度有所体现，
也是水价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

问：到１２月９日，距离上次国内油价调整
已有２２个工作日，近期油价会调整吗？

答：按照《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
行）》规定，当国际市场原油连续２２个工作
日移动平均价格变化超过４％时，可相应调整
国内成品油价格。１１月１０日国内成品油价格
上调以来，国际市场油价高位震荡后出现回
落，但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参考的国际市场
原油连续２２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仍有所上
涨。与１１月１０日调价时相比，涨幅为
１．８５％。因此，国内油价不具备调整需要的
条件。

问：我国天然气价格进展情况如何？

答：我国天然气资源相对匮乏，近年来
国内天然气需求快速增长，天然气市场供应
紧张。目前国内天然气价格存在以下几个突
出矛盾：一是国产气价格与可替代能源价格
相比偏低，各地纷纷进行煤改气、油改气，
导致部分地区天然气供求矛盾较突出。二是
随着进口气量的增加，进口高气价与国产低
气价的矛盾日益显现。三是价格体系不尽合
理，部分气田还存在价格“双轨制”现象。
四是为适应多气源、多路径网络供气的形势
要求，天然气价格机制急需完善。

为此，国家正着手研究，拟进一步改革
和完善国内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

问：最近，社会上有些人认为水、电、
油、菜、肉等价格相继上涨，预测明年会出
现明显通胀。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一是在总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
特别是某些行业存在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情
况下，单纯的货币供应快速增加引发实体经
济通胀的可能性较小。二是近期粮食价格上
涨主要是国家适当提高最低收购价等综合措
施作用的结果，猪肉、食用植物油等商品价
格上涨主要是前期价格下降过多后的恢复性
上涨，蔬菜价格上涨主要是季节性波动以及
前段时间恶劣天气的影响。目前，我国粮
食、猪肉、食用油库存和供应都是充足的，
继续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三是政府
管理价格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
较小，且在出台调价措施时注意采取多
种方式缓解价格上涨对物价水平、居民
生活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影响。今
后国家在调整水价、电价、气价时，还将逐
步推广阶梯式定价的办法，对满足群众基本
需要的部分实行优惠价格，能够减缓价格总
水平上涨的压力。

综合这些因素，我们认为今后一段时间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将继续保持基本稳定的
态势，出现明显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

（据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１４日电）

分析人士认为———

食用油价格

涨幅会很有限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4 日电 近期，全

国多个城市的食用油零售价先后上调。“目
前食用油涨价是市场对短期供需变化的反
映，在合理范围之内，后期涨幅不会太
高，”东方艾格农业咨询公司分析师陈丽娜
说。她和多位分析人士认为，国内大豆减
产、进口大豆涨价、进口油菜子受阻是本轮
食用油涨价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豆油和菜子油是国内消费量
最大的食用油品种。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最新
报告预计，今年我国大豆较去年减产 105 万
吨。同时，进口大豆价格从 10 月份起不断攀
升，涨幅已超过 20% 。

今年 11 月，国家质检总局公告，多次从
进口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油菜子中发现可引
发油菜黑胫病的病菌，叫停了来自该地的油
菜子进口。进口油菜子是目前国内菜子油最
主要的原料，暂停进口使国内菜子油供应一
时偏紧。

事实上，自去年以来，豆油价格一直在
“跌宕起伏”。以 5 升豆油为例，去年 3 月
最高卖到每桶 70 元的历史高位；到今年 4
月，一度跌到每桶不到 40 元；今年 5 月又涨
到每桶 49 元左右， 8 月再次下跌至 43 元左
右。节日临近，虽然食用油价格再次上涨，
但离去年高位距离尚远。

“食用油价格不可能像 2008 年初那样狂
飙。”第一创业期货分析师刘文元说，当年
全球大豆大幅减产，加上大宗商品价格全面
上涨，导致食用油价格飙升。但今年的供需
情况完全不同，油价涨幅会很有限。

出现明显通货膨胀可能性不大
———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负责人回应价格热点问题

调查显示———

大学生中存在一定
的心理健康隐患

□ 冯 鹤 王颖超 滕韶华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下发《全国普通发票简并票种统
一式样工作实施方案》，决定将现有普通发票票种大幅
度精简、压缩、合并，并统一发票的标准规格和式样。
简并后，按照发票的填开方式，普通发票将分为通用机
打发票、通用手工发票和通用定额发票三大类。据了
解，新版普通发票将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统一
使用，旧版普通发票同时停止使用。

据了解，目前各地普通发票存在种类繁多、式样各
异、规格不一、防伪措施各不相同的问题。这种票种繁
多、各省各异的状况，不利于税务机关规范管理、不利于
纳税人方便使用、不便于公众辨别真伪，不仅增加了纳税
人的经营成本，而且降低了税务机关管理效率，已经成为
当前实现税务系统普通发票管理信息化的主要瓶颈。

据了解，为了保证现行税制和特殊行业的管理需
要，在原有统一式样的票种中暂时保留 7 种，即发票换
票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公
路、内河货物运输统一发票（自开、代开）、建筑业统
一发票（自开、代开）、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自开、
代开）、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通用发票无法涵盖
的公园门票，也可继续保留。

据介绍，全国普通发票简并统一工作将于 2009 年
底启动，2010 年为实施和过渡阶段。过渡阶段，新旧版普
通发票可同时使用，简并取消的票种可使用到 2010 年 12
月 31 日，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将统一使用新版普
通发票，各地废止的旧版普通发票停止使用。

旧版普通发票
还有一年过渡期

■核心提示■

库存充裕，粮价不会持

续大幅度上涨

目前石油价格不具备调

整需要的条件

拟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

内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

据新华社济南１２月１４日电 年关未到，
海参、鲍鱼等高档水产品的价格已经开始大
幅走高。据了解，在山东威海等地，短短１
个月，鲍鱼平均价格上涨４７％，海参平均价
格上涨３３％。业内认为，在消费回暖及通胀
预期背景下，高档水产品的景气度在消费旺
季内将会持续。

据了解，从９月开始，威海地区的鲜活
海参价格一个劲地上涨，目前为９５元／斤；
而６月份价格还在５０元／斤左右，半年时间
涨幅几近１００％。与此同时，鲍鱼的价格也
出现上涨。据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的统计数
据显示，今年１至９月份，当地鲍鱼的均价保
持在每斤８０元－９０元之间，但从１０月开始，
价格出现大幅波动，１０月初每斤涨至１１５
元，１０月中旬每斤又上涨３０元。截至１１月
底，鲍鱼的市场价格与年初相比增长了
６０％。

据业内人士介绍，海参、鲍鱼属于高档
消费品，随着今年国内消费需求逐渐复苏，
高档水产品的景气度也在逐步回升，价格随
之上扬。此外，受天气影响，南方鲍鱼减
产，而外销和出口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价格
涨幅超过往年；再者，甲流强化了人们的健
康观念，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消费量。

海参半年时间
涨幅几近１００％

严查之下
仍有“醉驾”
□张子扬 徐晓
刘东升 报道

 12 月 14 日，济南市
历下区交警大队民警在对一
驾驶员进行酒精检测。自
12 月 14 日起，我省开展为
期一周的严查酒后驾驶集中
行动。昨晚，济南市在市区
布置卡点 42 处，出动警力
400 多人，共查处涉嫌酒后
驾驶 25 起，其中醉酒驾驶
8 人。

北京大学１１月正式公布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
制”，成为２００９年高校自主招生最热议的话题。北大随
后对具有推荐资格的中学和学生名单也进行了公示，再
次引发了公众的担忧。

尽管与以往的自主招生制度相比，受“校长实名推
荐”的学生只是减少一个笔试环节而直接进入面试，合
格后方可在高考录取时享受降分优惠；尽管多位中学校
长表示“签名事关个人名誉、学校信誉”，但这项改革
依旧招致了公众对于教育公平的连番质疑：北大是要选
“才子”还是选“公子”？是否会因权力寻租滋生腐
败？

有人说，有推荐资格的学校基本上集中在直辖市、
省会城市的重点中学，客观上导致农村孩子离优质教育
资源更远。有人说，受推荐的基本上是全面发展、成绩
数一数二的学生，不用校长推荐也能上优秀大学，北大
是在对优质生源提前“掐尖”。

面对这些质疑，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北大试行
“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是一种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
为选拔不同类型优秀学生创造条件，希望社会各界能为
这些积极探索创造宽松的环境与氛围。

杭州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傅立群分析说，人们
对于北大的“群起而攻”，反映了普遍存在的对于特权
垄断资源的焦虑。“人们不是不知道应试的弊端，但更
痛恨腐败和不公。”

傅立群说，要确保“校长推荐制”的良性发展，就
一定要制定好推荐细则，比如实施什么样的评价标准、
采用什么样的评分方式，都应该事先出台详尽的方案。
同时要让“信息公开制度”为其保驾护航，及时告知公
众，满足大众知情权。推荐学生的每一个环节和详细情
况，都应该“晒”于阳光之下，接受公众监督。

（据新华社杭州１２月１４日电）

高校自主招生———

如何守住公平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