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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末的美国南部，暑气渐消。在

东枕密西西比河、南依墨西哥湾的路易

斯安那州圣詹姆斯教区坦坦无际的甘蔗

田里，一座占地约1300英亩、中企投资

的大型甲醇生产项目一年前破土动工，

而今综合进度完成1/3。

中企在美最大“绿地项目”
何以顺利推进

6版

在莫桑比克加扎省首府赛赛市，坐

落着中国在非洲最大规模水稻种植项

目——万宝莫桑农业园。凭借广袤的可耕

种土地、适宜的气候、充沛的灌溉水源和

来自中国的支持，该项目规划开发2万

公顷土地，通过合作种植方式，带动周边

农户开发土地种植水稻。

中非农业合作项目
帮我实现了梦想

6版

□ 梁 敏

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数

据持续回落，但制造业投资和民间

投资增速继续保持回升势头，工业

生产运行平稳。分析人士认为，中

国经济持续平稳的基本面没有发

生变化，下半年经济稳中趋升的概

率比较大。

投资和消费增速均回落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

1月~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5.5%，增速比1月~6月份回落

0.5个百分点。这一增速刷新了自

1995年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立群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基建投资占全部投资的1/4左

右，基建投资继续下滑是拖累整体投

资下行的主要因素。

数据显示，1月~7月份，基建投

资同比增长5.7%，增速比1月~6月

份回落1.6个百分点。

不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

爱华昨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指

出，“下半年随着政策的落实落地，随

着各方面项目审批的加快，基建投资

有望企稳。”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

学家章俊表示，二季度以来，货币

政策放松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银

行间市场利率大幅下行，下一步政

策的重心是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

制来把流动性引入实体经济。中

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加大基础

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预计下

半年加大基建投资力度将成为政

策调整的重要方向。

此外，7月消费数据低于预期，

7月消费增速较6月份回落0.2个百

分点至8.8%。

在张立群看来，7 月消费增速

回落主要是汽车消费负增长等短

期因素影响，但消费结构升级的态

势没有改变，下半年消费仍将保持

平稳增长。

经济持续平稳的基本面未变

尽管7月份部分宏观数据出现

波动，但市场主导的经济活动仍在回

暖，表明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面没有

改变。

比如，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

增速均保持升势。数据显示，制造

业投资增速连续 4 个月保持回

升，1 月~7月份，制造业投资增长

7.3%，较上半年提高0.5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8%，连续两个

月小幅回升。

“制造业和民间投资增速的回

升，说明投资结构是在优化的，内生

动力结构也是在改善的。”刘爱华说。

张立群分析称，尽管经济存在一

定下行压力，但当前基本面仍在改

善，随着国家一系列稳增长稳投资政

策落地，下半年经济稳中趋升的概率

比较大，经济增长稳定性会明显提

高，结构升级步伐会加快。

据统计局数据，7 月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与6月份持平。其中，高技术

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1.6%、

9%和 8.6%，显著高于整体工业生

产增速。

在章俊看来，高新产业的高速增

长表明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产业结构

在需求和供给两端双向推动下不断

优化。

“工业平稳运行态势没有改变，

工业结构升级对工业生产增长的支

持力度增强，基础在进一步改善。”

张立群说。

展望下半年经济形势，刘爱华

指出，前7个月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为下阶段经济走势打下了

非常稳固的基础。不管从供给侧

看，还是从需求侧看，中国经济持续

平稳的基本面不会发生变化，转型

升级和结构调整向好的态势也不会

发生变化。

银行信贷下沉
中小企业福音

□ 南 方

央行与全国工商联在京召开民营

企业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座谈会，工农

中建交等主要银行董事长、行长和29位

企业家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探讨

如何利用银行信贷解决民营企业和小

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欲让银行信贷下沉到中小企业，需

要改变银行“躺着就能把钱赚了”的现

状，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变化正在发

生。随着近年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单

纯依靠稳定的息差带来利润越来越难。

此时，银行信贷下沉就越来越必要，今年

上半年上市银行的半年报显示，此前银

行少有涉及的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利润，

已占到净利润相当比例。

在银行信贷下沉中小企业的过程

中，需要厘清中小企业贷款风险高的误

区。因为中小企业信贷更应该注重边

际投资回报率，这些企业很难从正规银

行渠道获得贷款，但它们往往具有20%、

30%、50%甚至100%的投资回报率，而且

由于贷款期限较短，实际上构成的利息

负担并不是太重。从企业的周期来看，

虽然三五年的占比不小，但十年甚至更

长时间的亦有。

当然，如果银行用大型企业信贷的

方法发放小型贷款，那么造成亏损的可

能性不小。因此，银行信贷资金下沉的

同时，也要求银行提升业务甄别能力。

从国际上的做法来看，针对微型和小型

企业的特征，可由信贷员对每个企业做

出一对一信贷甄别。而这其中的成本，

可以通过提高贷款利息来覆盖，中小微

企业贷款成本在15%~30%之间，高于大

型企业。

与此同时，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也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今年7月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改革任务基本

完成，此前银行贷款意愿不高，原因之

一即风险难以掌握，在信用体系建设日

益完善后，金融机构的顾虑将逐步打

消，信用状况良好的小微企业，可以更

为便利地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

以上海构建的信用张江创新中小企业

信用评价体系为例，通过自评、他评及

信用大数据分析精准挖掘需求企业，已

帮助逾600家企业从各金融机构获得了

支持，其中银行融资额约50亿元。

今年 7 月份，银保监会亦召开了做

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座谈

会，主席郭树清提出要分类施策，为发

展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雪中送炭”，谋

求双赢。可以说，信贷下沉中小微企业

是银行未来需要持续盈利的重要方向，

这一过程既需要银行提升甄别能力，健

全和完善企业信用体系也必不可少。

制 造 业 和 民 间 投 资 增 速 回 升
制造业投资增长7.3%，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8%

河北阜城

高粱映红致富路
近年来，河北省阜城县在

推进产业扶贫过程中，结合当

地酒企对酿酒高粱的市场需

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进

河北省农科院培育的抗旱、抗

病虫害优质高粱种子，引导农

民发展酿酒高粱种植，带动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图为收割

机在酿酒高粱田里忙碌。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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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振兴 叶 静

9月5日，湖北省食药监局新闻

宣传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湖北全省目

前已下架涉事批次的卫龙辣条等

6 批次调味面制品。此事源于8月

30日，湖北省食药监局发布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信息公告，在抽检的不合

格产品当中，包括卫龙产品所属的漯

河市平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平平食品”）委托生产的亲嘴烧和

小面筋。而平平食品则在9月4日

表示，产品按照河南省地方标准及食

品生产许可证依法依规组织生产。

依据河南省地方标准，平平食品

的产品参考“糕点”类的食品生产标

准。而湖北省食药监局则将相关产品

按照“方便食品”的标准进行监管。业

内人士认为，这次事件问题的实质在

于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之间的矛盾。

调味面制品目前快速发展，相对滞后的

产品标准，让企业在市场运营当中遭遇

各种困难，也阻碍了行业的发展，尽快

出台相关国家标准是非常迫切的。

标准分立

9月4日，平平食品通过官方微

博等平台，就此前产品抽检不合格一

事进行声明。平平食品在声明中称，

平平食品按照河南省地方标准及食

品生产许可证依法依规组织生产，目

前河南省地方标准现行有效，产品完

全合法合规。

而湖北省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

则在9月5日表示，对辣条的监管，

国家是有明确规定的。该负责人说：

“2015年国家食药监总局《关于严格

加强调味面制品等休闲食品监管工

作的通知》中已明确，调味面制品（辣

条）纳入‘方便食品’实施许可，作为

单独单元，生产许可证内容为‘方便

食品’（调味面制品）。”

同时，这位负责人表示，卫龙所

称的河南省地方标准中，辣条的食品

生产标准参考的是“糕点”类的食品

生产标准。这的确是导致卫龙和湖

北省食药监局认定产品是否合格的

分歧所在。

辣条是调味面制品的俗称。根

据河南省2007年发布的《河南省地

方标准调味面制食品（DB41）》，调味

面制品的食品添加剂使用应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

准（GB2760-2014）》（参照糕点类、

膨化食品类）。调味面制品按照河南

地方标准，归入“膨化食品类、糕点

类”，而根据该规定，山梨酸及其钾盐

和脱氢乙酸及其钠盐均可用于糕点

类、膨化食品类。

湖北省食药监相关负责人高先

生却表示，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

2014）》，山梨酸钾及脱氢乙酸这两

种食品添加剂可使用的食品类别，不

包括调味面制品。

简言之，即平平食品是按照地方

标准生产的产品，将产品种类归入糕

点类时，产品是合格的，而按照国家

标准将产品归入调味面制品的种类

时，产品则是不合格的。

并非个案

湖北省食药监局发布的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信息公告显示，此次抽检

不合格的调味面制品共有6批次。

值得注意的是，涉事6批次不合格调

味面制品的企业均来自河南省，分别

为河南省柘城县博文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漯河市平平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河南省郑州市小鹏食品有限公

司、开封市给力食品有限公司、武陟

县雯丽食品厂。不合格原因均为检

出不允许使用的山梨酸及其钾盐和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等防腐添加剂。

这些都是地方标准与国家标准不一

导致的“尴尬”情况。

事实上，除了河南，多地对调味

面制品能否使用添加剂有不同的标

准。按照河南的地方标准，调味面

制品的食品添加剂使用应根据《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

准》对糕点类、膨化食品类的规定；

湖南省出台的地方标准，则规定调

味面制品使用添加剂应该按照《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中对“中式糕点”的规定。重

庆市2017年9月发布的《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调味面制品》（DBS 50/

028-2017）中又要求食品添加剂的

使用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和

相关公告的规定。

根据此前的媒体报道，从2015

年~2017年 6月，全国有15个省份

共计131家辣条生产企业的195批

次 辣 条 上 了 食 药 监 局 的“ 黑 名

单”。在通报的180起食品安全问

题中，食品添加剂不合格是主要原

因。而且，这些通报多是存在于异

地抽检中。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认

为，各地对于调味面制品的标准不

一，让企业在市场的运营中遭受各

种不公平的查处，也阻碍调味面制

品的发展。

呼唤国标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调味面制品行业处于高速发展

的阶段，出台相关的国家标准，这是

非常迫切的。按照统一的国家标准

来进行产品生产，才能保障企业的权

益，更能保证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

消费需求。

中商产业研究院的相关数据显

示，调味面制品主要产区在河南和

湖南，行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快

速。2016年调味面制品行业的年

生产总值从 2009年的 100多亿元

增至 330 亿元，市场销售额从 170

多亿元增至510亿元。8年间，该行

业的生产总值增长230%，销售额增

长200%。2018年预计销售额将逼

近600亿元。

品牌营销专家路胜贞也认为，辣

条目前没有国家统一的标准，对于执

行河南地方标准的卫龙来讲，在原则

上可以说是没有过错的。湖北食药

监管理机关的执法本身也没有错误，

造成这种局面是我们的食品法律跟

不上市场的变化速度所导致。

事实上，调味面制品行业的高速

发展与生产过程的标准问题已经引

起了国家方面的重视。去年6月8

日，参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调味

面制品标准”制定的中国食品科学技

术学会，就组织了专家团进行调研，

为相关的国家标准制定做准备。

2018年5月14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发函“关于征求《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调味面制品》等4项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

函”，国家标准进入征求意见阶段，现

仍在制订中。

“目前，国家标准的出台才是解

决问题的最终办法，‘辣条’标准问题

的发生会引起国家食药监总局对目

前省级之间食品标准差异的关注，加

快完善法律的进程。”路胜贞说道。

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之间不一致，让企业在市场运营当中遭遇各种困难，

也阻碍了行业发展，呼吁尽快出台相关国家标准

一根“辣条”揭开产品标准滞后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