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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强
著名能源经济学家

资源价格机制亟需改革

资源产品价格问题仍然是整体产
品矛盾的集中体现和改革的关键。目
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
段，这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是
经济增长快，主要资源产品如水、能
源电力需求也相应快速刚性增长。如
果没有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支持，将
很难改变高耗低效的经济结构，除了
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问题，低碳
发展所要求的节能减排目标也将难以
实现，或者事倍功半。

中国资源产品价格大部分由政府
制定，水、电、煤气、热力实行政府
定价，天然气和成品油的出厂价格实
行政府指导价。与国外相比，中国的
资源产品价格相对比较低，既有历史
的原因，也和政府定价机制相关。

倪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
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主任

城市未来发展 9 大趋势

中国城市化是中国也是全球 21
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城市未
来发展无疑将为全球和中国的诸多领
域同时带来机遇与挑战。未来影响城
市化的主要因素有，内需比重扩大，
服务业比重增加；资源稀缺，空间分
布不均；市场和资源全球共享；网络
化和集中化；劳动力素质提升，人口
分布区域不均。

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我国城市未
来发展呈现的趋势：未来城市发展继
续加速、未来城市发展趋向高级化、
未来城市发展趋向集约化、未来城市
体系将是城市大型化、城市集群化、
城市网络化、未来城市发展将是梯度
推进和动态演化。

【财智大会】

第十四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
主题：大国经济与大国金融
主要议题：中国经济变革之道；中国
金融崛起之路；资本市场演变之势
时间： 2010 年 1 月 9 日
地点：北京

第十一届北京大学光华新年论坛
主题：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
主要议题：走向全球化的中国银行；
新能源与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创业、
创新、持续发展；中国汽车产业发展
展望
时间： 2010 年 1 月 9 日
地点：北京

 2009(第 2 届)跨国公司高层论坛
主题：危机后的新崛起
主要议题：危机后的新崛起；企业发
展与中国经济振兴；可持续发展的责
任之道；中国跨国公司的崛起
时间： 2010 年 1 月 15 日
地点：北京

张庭宾
资深财经评论员

金价随时可能大幅回调

从国际金价突破 1050 美元以
后，本人即开始提醒黄金多头风险开
始加大，并指出两个回调理由：此次
金价突破每盎司 1032 美元，并屡创
历史新高，多头完胜，有主动做空振
荡清理跟风者的需要；CME(芝加哥
商品交易所)允许黄金作为商品交易
保证金，并将保证金的现货黄金存于
摩根大通，客观上使得一直作为空头
主力的摩根大通有了做空的弹药。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面前， 200 9 年，山东经
济依然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
二。

即将到来的 2 0 1 0 年，对山东而言将是一个关键之
年。全省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

容缓，要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增强
经济发展拉动力。

2 0 1 0 年的经济图景，山东将会呈现怎样的发展曲
线？国企整合等五大看点，将可能勾勒出明年山东经济
发展的脉络。

10 月 23 日，期盼已久的创业板终于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开板，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首批
28 家之列。

特锐德的示范相应，吸引着我省 60 多万的中小企
业瞄向创业板。我省后备力量充足， 2008 年，全省中
小企业数量达 59 . 2 万户，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 2 万
多家。

全省 70% 的国家和省名牌产品、驰名商标由中小
企业拥有， 75% 以上的发明专利由中小企业创造，济
南、青岛、淄博、烟台、潍坊、威海等 6 个市和全省
8 个国家级高新区、开发区聚集了一大批符合创业板
要求的自主创新企业，其中已有 169 家符合或基本符
合创业板的上市条件。

我省搭乘创业板头班车，意义非凡，是真正调动

民营经济活力、提升市场化投融资效率的一个积极实
践，是保增长、促就业、调整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方
面。根据机构分析师的报告来看，许多企业未来三年
收入及利润平均增长率在 30% 以上，带有显著的自主
创新特征或高成长特征，优秀的公司质地为整个创业
板市场的健康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创业板推出后，一些风险投资机构对创新型企业
的投资意愿将大大增加，能解决企业的资金瓶颈。

从国际惯例看，许多优秀的高科技企业的初创
期，都离不开风投的身影。

从一定意义上说，风投机制是个完美的“财富转
化为科技进步，科技转化为财富”的良性循环过程。

创业板在为创投资金提供了退出机制的同时，也
促进了金融资本与高新技术的结合。

通过低碳经济模式和低碳生活方
式，实现我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能源的革命可能为人类进入生态文明开
辟一条阳光大道。为加快低碳产业发
展，山东各地以推进风电、太阳能、海
洋能等新能源发展为重点，烟台核电工
程、威海市风电项目都将成为在今后的
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今后几年低碳经济将使新能源和环
保节能产业及相应的技术得到长足的发
展，市场前景广阔。按照有关规划，到
2011 年，全省规模以上新能源企业销
售收入突破 2 0 0 0 亿元，年均增长
18% ；实现替代常规能源 990 万吨标
准煤，新能源占全社会能源消费的比重
提高到 3% ；太阳能和地热能在建筑领
域得到规模化应用，新能源在城市建筑
普及应用率达到 30% 以上。

山东作为一个高耗能、高排放的省
份，未来的节能技术、减排技术将有很
大的市场空间，也是一个财富涌动的领
域。

展望 2010 ———

山东经济五大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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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炉

淄博文化艺术城三楼上的张守智陶瓷工作室
开张不足三个月，却引得大批陶瓷爱好者前来。
中国陶瓷行业权威专家张守智不顾古稀高龄亲自
参加 9 月 6 日开幕的第九届中国(淄博)国际陶瓷
博览会，当天以他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正式落户淄
博。围绕陶瓷奔忙一生的张守智一向在国际视野
下考问中国陶瓷产业未来的发展，他最大的希望
就是中国再度成为世界的陶瓷强国。

点评中国陶瓷产业的未来，堪称国瓷“把关
人”的张守智是当仁不让的权威人士。上世纪 50
年代，张守智还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
陶瓷专业求学的时候，就已经参与了国瓷的督造
监制。

自“建国瓷”开始，张守智先后参加了“钓
鱼台国宾馆用瓷”、外交部的“中国驻外使馆用
瓷”、“人民大会堂国宴瓷”的设计和监制；另
外还参加了 70 年代的外交部“国礼瓷”，国庆
35 周年“国庆瓷”， 2002 年国务院“紫光阁用
瓷”、陈列瓷及礼品瓷的设计和监制工作。

现任国务院国家用瓷总顾问的张守智曾长期
担任国家政府用瓷的设计指导工作，是生活陶瓷
设计领域学术带头人， 1992 年被国务院授予“为

中国文化艺术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表彰并获政
府特殊津贴， 2007 年荣获“中国陶瓷行业终身成
就奖”。

高附加值的日用陶瓷发展前景十分广阔！这
是张守智立足全球陶瓷产业发展前沿得出的结
论。他说，“要站在提高生活质量、设计未来生
活方式的高度，重新审视日用陶瓷的发展。中国
陶瓷应走自主创新、品牌经济的路子。”

生活质量的衡量标准有很多，当国人普遍还
在追求有房有车的时候，国外已经把餐具看做是
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尺。张守智到德国参加世界最
大的消费品博览会感触颇深，类似博览会一年要
在法兰克福进行几十次，可最豪华的九号馆一年
只开一次，一次只开四天，该馆展出的正是世界
上最好的名牌陶瓷、名牌玻璃和金银器餐具。张
守智由此看到了欧洲的生活质量，更看到了日用
陶瓷的发展方向。

然而，滞后于国际主流趋势，中国陶瓷现在
仍然是产品附加值低，卖的是贴牌产品，远远落
后于世界知名陶瓷品牌。

张守智判断，全世界生活陶瓷市场早已供过
于求，中国如果满足于目前出口廉价商品这样一个
贴牌、加工的方向，已经没有出路，必须采用科技、
环保的手段进行自主创新，进行品牌化经营。

常年在陶瓷产区调研的张守智还发现，在建
筑陶瓷领域，佛山 20 年来生产的墙地砖已经达到
世界水平，原因是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生产设
备。由此看，中国生活陶瓷要想赶超世界潮流，
生产方式也亟需改进。

陶瓷古国振兴之路何在？对中国陶瓷产业了
如指掌的张守智用全球眼光审视未来发展，深思
熟虑之后他把满含希望的目光投向了拥有近万年
陶瓷历史的淄博。

张守智表示，作为中国陶瓷七大产区之一的
淄博在陶瓷材质创新上做出了世界级的贡献。
1977 年，淄博研制成功滑石质高级日用细瓷，填
补国内空白。此后淄博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发明高
石英瓷，国庆 35 周年被紫光阁选用，中南海后来
也选用高石英瓷餐具。 1999 年淄博研发成功合成
骨质瓷，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006 年淄博在
全球首创“高光泽度无铅釉”。全国陶瓷企业公
认，淄博先后研制生产出高石英瓷、鲁玉瓷、系
列精炻器、鲁光瓷、人工合成骨瓷等新陶瓷材质
的发明创造对中国南北方的瓷器都有重要影响。

淄博陶瓷是新中国成立后高档陶瓷的代名
词，是国家用瓷的首选，更受星级宾馆的青睐。
1990 年，全国约 3000 家三星到五星的宾馆中有
2400 多家采用了淄博的瓷器。实际上，自 35 周

年国庆开始，从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政
协到中央军委的用瓷，淄博陶瓷约占八成。这也
是淄博近年来提出打造“淄博陶瓷 当代国窑”
的底气所在。

淄博陶瓷的历史和贡献引起了张守智的关
注。他对淄博陶瓷一直青睐有加， 9 月 6 日上
午，由他领衔的张守智陶瓷工作室在淄博文化艺
术城三楼揭牌成立。

实际上，早在 1978 年他就领着一帮学生来淄
博办陶瓷培训班，也正是在他的推荐下，淄博高
石英瓷茶具在 1984 年国庆 35 周年才首次成功进
驻中南海，他为此还亲自提供设计手稿。中国陶
瓷行业第一块驰名商标获得者华光集团近年来推
出的限量发行 1000 套影响颇大的“和谐五洲壶”
由他亲自担任造型设计。

今年 60 周年国庆，国宴国宾用瓷正在由华光
集团生产制作，他负责督造监制。张守智直言，
华光顺应全球陶瓷产业发展趋势，通过“日用陶
瓷艺术化，艺术陶瓷生活化”给产品赋予实用和
审美双重功能，竖起品牌抢占高端市场，成为全
国附加值最高的瓷器生产企业，第四十三届国际
陶艺大会去年首次移师中国，华光摘得日用陶瓷
3 枚金奖中的两枚，这让人看到了中国陶瓷在国
际市场重新崛起的希望。

张守智的“陶瓷强国”梦

低碳产业受追捧

创业板开启新财富时代

当前，以奥运会市场化为标志，体
育已全面融入社会经济。我省举办第十
一届全运会在做足服务，为全国奉献一
场平安、满意全运会的同时，也在多个
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

围绕全运会开展的市场开发活动，
既可以为成功举办全运会提供经费、技
术、产品等方面的支持和保障，又可以
使赞助商利用这个平台实现企业营销目
标，对于提升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品牌
竞争力等具有其他促销形式不可替代的
作用。

全运会不仅成为检验体育事业发展
成果的重要舞台，而且成为具有丰富价
值内涵的独特品牌，具备了丰厚的市场
开发资源。全运会合作伙伴、赞助商、
供应商，及全运会指定产品、指定服
务、特许产品、特许服务经营商等合作
形式，散发着独有的商业魅力。其中，
今 年 前 三 季 度 ， 全 省 经 济 增 长
10 . 5%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 . 8 个百
分点，经济总量达到 23959 亿元，列全
国第二位。

十一运会，不仅展现了我省体育健
儿的竞技水平和精神风貌，也是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的展示平台，提高了山东和
举办城市的知名度。提高了城市规划建
设水平和管理运行能力，提高了群众文
明素质和社会文明度程度，而且还直接
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

进入后全会经济时代，山东的成长
空间将更大。

后全运经济发力

打造千亿省管国企群。与南方地区
的经济形态相比，山东省以国有企业实
力雄厚而被称为“大象”经济，随着山
东对省管国企整合的推进，山东将出现
千亿国企群，“大象”将成为“巨
象”。

此前，山东省已经完成了对钢铁产
业的重组。济南钢铁集团、莱芜钢铁集
团于去年重组为山东钢铁集团。山东钢
铁集团去年的销售收入达到了 1200 亿
元。

按照上述山东省工业振兴调整规划
之汽车产业规划，到 2011 年，山东将
形成 2 家销售收入过 1000 亿元的汽车
产业集团企业。此次山东重工的揭牌只
是迈出了第一步，随后另外一家具有千
亿元销售收入能力的汽车产业集团也会
浮出水面。而下次重组的主导企业最大
的可能是去年已经实现销售收入超 500
亿元的中国重汽集团。

另外，根据山东省国资委的计划，
山东的煤炭、港口等行业企业也将实现
整合。预计到 2010 年，山东省管企业
将调整到 25 户左右(去年为 41 户)，其
中 10 户左右将打造为在国内外具有较
强竞争力和较高知名度的大企业集团。
由于兖矿集团去年的销售收入就有 450
亿元，如果山东煤炭企业完成整合，另
外一个千亿国企也会随之出现。

国企整合迈大步

2009 年，作为整个山东层面的两
大战略规划———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
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得到了省内
外以及国家的空前关注，而在刚刚召开
的山东省经济工作会议上，这两大规划
又将成为明年乃至今后数年山东经济实
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点。

黄河三角洲将是高效生态、绿色环
保、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半岛蓝
色经济带未来将主要以涉海产业为主，
包括海洋化工、海洋生物科技等高新技
术产业，这正好给我省经济调整产业结
构带来重大契机。在黄蓝战略背景下，
港口、能源、海洋化工三民、三农和三
产、现代服务业以及海洋经济的相关产
业将成为投资热点，民间资本也会在这
两大战略的带动下成长壮大。

这两个地域都各有各的优势。从黄
河三角洲来看，它更处于我国下一个发
展极——— 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代表的环渤
海地区，可以与这一地区的发展政策和
发展重点及时对接。而蓝色经济区包含
了青岛和烟台等城市，从基础上来看，
划在这一区域的城市规模本身就很庞
大，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总量，或者是
经济发展速度。

两大发展战略在今后的实施过程
中，肯定会各有特色也会起到一定的互
补的作用。黄河三角洲有着石油、化工
等方面的资源优势，蓝色经济区也有着
港口等方面的先天便利条件，他们作为
山东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可以互相促
进，带动山东下一步的经济增长点。

以陆促海，以海兴陆，统筹海陆两
种资源，加快海陆产业对接，推动海陆
产业联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与黄三
角开发这两大规划必将融合为一体，成
为新的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

蓝黄经济乘势而上

隔本报记者 杜文景
实习生 刘相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