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发文化产业“微力量”

《关于大力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

8

月
１９

日正式发布，这是国家部委层
面首次对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进行专门
部署。 小微文化企业应当抓住政策机遇，努
力提高自身竞争力，让政策东风和内生动力
共同作用，促进“文化产业细胞”繁荣发展。

小微文化企业是实现我国文化产业蓬
勃发展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其在经营、融

资、人才、市场环境等方面面临很多困难。此
次出台小微文化企业的支持政策，是对现有
文化产业政策体系的补充、 完善和细化，力
图构建一个更加健康、更有活力的文化产业
市场格局。

需要注意的是，促进小微文化企业发展，

相关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把政策落到实处，防
止利好政策软化或落空。例如，金融机构不能
爱“大”嫌“小”，要仔细研究小微文化企业的
特点， 为其量身打造可行而且贴心的金融服

务，解决小微文化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各部门
只有不折不扣地落实政策，才能让政策的“甘
霖”真正洒到小微文化企业身上。

在政府支持的同时，小微文化企业也要
抓住发展机遇，切实练好内功。这就要求小
微文化企业要根据时代发展和受众需求，不
断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切实提高生产经营管
理水平，逐步建立现代财务管理体系，形成
自身的竞争优势。

小微文化企业的成熟发展非一日之功，

只有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全心全意地帮助
小微文化企业，才能切实解决小微文化企业
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激发文化产业发展的
“微力量”，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

（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１９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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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
会议

8

月
１８

日审议《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
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表明中央管理
企业负责人薪酬改革进入深水区和实质
阶段。

从“阳光工资” 到摸隐性收入“家
底”，高管薪酬逐渐收敛。然而，高管收入
与企业业绩脱节、 从薪酬到福利处处跑
冒滴漏等问题仍然屡见不鲜。与此同时，

同行业不同企业、 企业内部高层与普通
员工薪酬差别之大饱受诟病。

改革国企收入分配秩序， 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该如何推进制度“纠偏”？

约束过软：巨亏与“不食人间烟火”

的高薪屡屡同时出现
近年来， 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

制度改革取得积极成效， 但同时也存在
薪酬结构不尽合理、 薪酬监管体制不够
健全等问题。

旱涝保收、 高管高薪似乎已成“定
律”，翻阅近几年上市央企年报和机构调
查不难发现， 央企员工的平均年薪普遍
超过

１０

万元， 高管年薪超过
３０

万元的比
比皆是。即便出现大幅亏损，高管年薪依
然“高高在上”。

中海集运
２０１３

年年报显示， 全年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巨亏，

但其董事长仍然拿到了
７９

万元年薪。

２０１２

年， 中集集团净利润同比下降
４７.４６％

， 但时任董事麦伯良薪酬高达
９９８

万元，

６

位副总裁中三位报酬超过
３５０

万元。

根据国资委有关调查， 即便仍然处
于后金融危机时代， 一些企业经营困难
重重，

２０１１

年央企负责人薪酬平均水平
仍达到了

７２

万元。

巨额国有资产亏损与“不食人间烟
火”的高管薪酬屡屡同时出现，刺痛人们
眼球。人们不禁质疑，国企高管的薪酬究
竟是怎样制定的， 在多大程度上有其合
理的一面？

事实上，最初的国企高管薪酬形成机制“雏形”为
２００４

年国
资委出台的《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中央企业负
责人的薪酬由基薪、绩效薪金和中长期激励单元构成。

值得深究的是，从
２００４

年的暂行办法，到
２００８

年《关于整体
上市中央企业董事及高管人员薪酬管理的意见》出台，再到

２０１４

年，国家启动董事会授权试点改革提出“业绩升，薪酬升、业绩
降，薪酬降”，均无一例外强调负责人薪酬与绩效挂钩。然而，为
何天价薪酬与巨额亏损并存的局面长达

１０

年仍难改变？

“有关国企高管规范薪酬，历来都不缺少政策，但是在实际
操作中，约束过软始终是难题。”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
锦说，“‘方法到位了，人情越位了，法制约束缺位了’是当前国企
高管考核中常常出现的状况。倘若不能以法制取代人治，以制度
取代行政措施，那么这样的薪酬错配还将难以避免。”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税务教研组组长汪蔚清说：“虽
然中央有类似规定，但是没有指定某一个部门进行落实和监督，

单纯依靠国资委的行政指导显然力度不够。”也容易导致自我约
束的机制几乎形同虚设。

新重点：堵住“机制内”“体制外”两个漏洞
值得一提的是，与以往历次聚焦央企和国企薪酬制度的文件

不同，这次意见的主体被明确为“中央管理企业”。专家表示，这说
明， 此次薪酬待遇制度改革的范围不仅仅包括了国资委监管的
１１３

家央企， 还扩展到各部委管辖
２０

余家金融企业以及中央部门
（单位）管理的

１００

多家非金融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集团型企业。

“这是一个更大范围的改革，也突出了新形势下的监管新重
点。”李锦表示，以往大家的目光总是盯着央企，但近年来银行等
金融机构，以及央企的二级公司，暴露出的问题更加严重。

据专家介绍，国资委监管的央企，因其薪酬管理制度经过多
年摸索，机制逐渐趋于合理，往往薪酬不敢特别离谱，但是由于
央企二级公司待遇归公司经营者管， 因此二级公司比一级公司
薪酬高的情况非常普遍。

“按常理，高管薪酬应当是同企业内部普通员工平均工资的
６

至
１２

倍，以我国国情，

１２

倍太高！”李锦说。据记者了解，一些国
企地方上的二级分公司高管薪酬可拿到总部同级别管理层人员
薪酬的

２

倍，个别高管薪酬是普通职工平均工资的
２０

倍不止。

在专家看来，当前急需堵住的除了“内部漏洞”，还有银行等
金融机构薪酬形成机制不透明这一外部漏洞。作为百姓眼里“稳
赚不赔，坐收千金”的典型，金融机构高管薪酬屡屡突破百万元。

除了账面上的高薪资，银行等金融系统超发福利这一“隐性
薪资”招致百姓不满。例如，审计署

６

月份发布的审计结果显示，

中投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间，在已为员工缴纳基本医疗保
险和购买补充医疗保险的基础上， 又为职工个人实名购买重大
疾病商业保险并代缴个人所得税共计

３６８９．７３

万元。

参照系：先“弄清身份”再谈薪酬
国企高管薪酬制度改革如一把利剑，直指收入分配中“难啃

的骨头”。完善国企高管薪酬形成机制，难以绕过的一个问题是：

企业竞争是市场行为，国企负责人又带着行政色彩，如何找好薪
酬“参照系”？

“从产权理论上看，所有权、经营权、分配权应该一致，但目
前是分离的。国企是全民财产，管理层由国家任命。”复旦大学企
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说，“高与不高不是问题， 关键是该不该拿
这么多。”

张晖明表示，完善中央管理企业薪酬制度，应当找准参照系。

———看贡献。“一些垄断性行业，很大程度上其竞争力来源于
制度性垄断，与企业高管本身的水平并无太多关联。这样能力与
工资不匹配，薪酬与贡献相脱节的高收入就应当被调节；而对于
一些竞争性领域的企业高管， 特别是一手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就
应当发挥薪酬激励机制，适当给予高薪酬。”经济学者马光远说。

———看性质。“百姓不满意的主要是国企高管既有官员身
份，又要求像外资企业那样拿天价薪酬。换言之，百姓并非仇富，

而是仇不公。”李锦说，“要设定国企高管的薪酬标准，就必须坚
持对企业和高管进行分类。”

专家认为，一是将国企分为竞争性公司和公用性、垄断性公
司， 前者参照市场标准并略低于市场， 后者参照公务员薪酬标
准；二是将高管分为组织任命和市场竞聘两种，前者略高于公务
员标准，后者参考市场标准并且略低于市场价。“不要既想当官，

又想发财，就应当是设定国企高管薪酬的基本原则。”

———先透明。一位银行界人士表示，应当加强金融行业高管
收入信息披露， 再看看拿高薪合理不合理。“目前我国金融行业
高管人员薪酬信息基本上是保密的， 上市公司也只是根据证监
会的要求在年报里披露高管的薪酬总额和区间。 如何实现公开
公正，让公众和职工认可高管的薪酬分配，还需要包括领导干部
个人财产申报公开等制度的探索。”

“本轮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改革，不但应遵循市场化
的根本原则，还要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企业要
引入现代企业管理机制， 负责人要加快‘去行政化’， 不可能
‘富’与‘贵’兼得。”李锦说。

（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２０

日电）

搬开创业“拦路虎” 铺建小微“成长路”

———小微文化企业主期待的“暖政”

小微文化企业融资难能否破解？ 互联网
创业平台将得到怎样的支持？ 今年大学毕业
生
７２０

万人，这一群体能否纳入支持的视野？

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8

月
１９

日发布的《关于大力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 让众多小微文化企业振奋不
已。他们希望，实施意见中的减轻税负和经营
生产成本、加强金融支持等政策，能真正为小
微文化企业发展助力。

搬开“拦路虎” 创新金融支持驮“小马
过河”

“

２００８

年我以商标权作抵押取得
２００

万元
贷款，当时感觉创作公司融资真难。”北京三
浦灵狐动画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功了感慨
道。

“

２０１０

年，公司融资、创作都很难，通过北
京银行的中小企业集合票据，获得

３００

万元资
金投入动画片《小马过河》的品牌形象推广，

接着推出‘小马过河’形象系列衍生产品，当
年实现近

2000

万元的销售额。” 陈功了说，政
府和金融机构的资金，四两拨千斤，让我们建
立了自己的品牌。

搬开“贷款难”的创业“拦路虎”，以金融
支持驮更多“小马”过河，此次的实施意见明
确提出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文化
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

当初解三浦灵狐燃眉之急的北京银行，是
目前国内推出小微贷款多、支持项目全的文化
金融“排头兵”，曾助力打造《画皮》、《叶问》、《英
雄》、《让子弹飞》等作品；支持博纳影业、光线
传媒、乐视网等文创企业发展。北京银行小企
业事业部总经理章志勇介绍，将继续坚持每年
百亿元以上的增长规模，还将优化原有的“创
业贷”品牌，推出“成长贷”和“循环贷”产品，进
一步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支持搭建交易平台催生文化界的“阿
里巴巴”

截至今年
７

月，猪八戒网聚集近千万文化
创意人才，去年交易额达

１５

亿元———这个
８

年
前在重庆市一个旧居民楼诞生、只有

６

个员工
的小微企业， 如今已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文化
创意线上交易平台。

目前， 来自
２５

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政
府、机构在猪八戒网购买创意，而来自全国各
地的文创服务商业通过猪八戒网销售创意、

服务。

“近万名文化创意人才在猪八戒网上年
收入近

５

万元，而猪八戒网催生的微企有很多
年收入都超过

１００

万元，还有百万在校大学生
在这里卖创意卖服务， 与真实客户对接。”猪
八戒网副总裁刘川郁告诉记者。

猪八戒网打造文化创意产业“阿里巴巴”

的成功经验为此次政策出台带来“灵感”。实
施意见提出明确鼓励互联网创业平台、 交易

平台等新兴创业载体发展。

对于新政策，刘川郁既喜又忧：作为已有
员工

４５０

人的中型企业， 还能否得到政府的持
续关注和支持？对此，文化部表示，像猪八戒网
这种为中小企业提供的交易平台，将获得更多
扶持，如资金支持、纳入文化部项目等。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陈新
说， 国家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在逐步转变思路，

从直接支持企业， 调整为支持中介服务企业。

今年中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全部用于支
持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和中小企业的服务。

“宿舍”创业前景可期亟待获得政策助力
一半员工在家工作、 月入

４０

万元———重
庆千树品牌策划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勇， 可谓
大学生创业的成功案例。今年，由千树设计的
“中国风”紫陶广告画面出现在纽约时代广场
大屏幕上……

１０

年前毕业的他， 尝到创办线下广告公
司的各种艰难后， 通过文化创意交易平台网

站经营设计团队，创立了千树品牌。

小微文化企业由于创业门槛低、 限制条
件少、吸纳就业能力强，是广大怀揣梦想、“囊
中羞涩”的大学生创业者的理想选择。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
提出， 高校这一群体能否纳入支持小微文化
企业的视野中。“现在全国本科高校有将近
３０００

万人，今年新毕业生
７２０

万人，是中国小
微企业的主要人才来源。”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互联网进行创业，

随之而来的便是在公司注册等方面的障碍。”

范周说，传统的公司注册需要注册地址、注册
资金等内容。但是，互联网时代的创业团队运
用互联网，可以不再需要实际办公地址便可完
成公司的运作。通过租用办公场所进行公司注
册的形式浪费大量资金， 探索既符合国家要
求，又能够降低小微企业运营成本的市场准入
政策成为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

（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１９

日电）

批评监督“不成立” 邹恒甫被判侵权

———从北大诉邹恒甫名誉权侵权案看言论的法律边界

历经近两年的时间，北京大学、北京梦桃
源餐饮公司诉邹恒甫名誉权侵权案

8

月
２０

日在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一审“落锤”：法院认定邹恒
甫系列微博言论侵权，判决邹恒甫删除涉事微
博并在其微博首页公开向二原告赔礼道歉。

批评言论指向的是少数教授， 北大是否
有权起诉？ 邹恒甫的言论是批评监督还是故
意诽谤？针对这些案件中的焦点问题，法院判
决一一予以回应。

事件回顾：“北大淫棍太多”， 邹恒甫称
“说话夸大是一贯风格”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９

时
１９

分， 邹恒甫在其实名
微博上发表第一条微博：“北大院长在梦桃源北
大医疗室吃饭时只要看到漂亮服务员就必然下
手把她们奸淫。 北大教授系主任也不例外。所
以，梦桃源生意火爆。除了邹恒甫，北大淫棍太
多。”此后他又连发多篇内容类似的微博。

８

月
２３

日，北京大学新闻中心表示，北京大
学成立专门工作组负责处理此事，已责成北京

大学纪委监察室调查核实，并希望邹恒甫对调
查核实工作给予支持配合，提供相关证据。

对此，邹恒甫在微博上称自己“只跟中纪
委谈”，并称“自己手头确实有一些线索”。

８

月
３０

日， 邹恒甫在其实名微博上改口
称：“我笼统地写北大院长系主任教授在梦桃
源淫乱当然是太夸大了， 我当然是指我了解
到的少数院长副院长教授如此淫乱。 我说话
往往夸大，这是我的一贯风格。”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北京大
学及北京梦桃源餐饮有限公司以前述微博言
论侵害其名誉权为由， 先后将邹恒甫诉至海
淀法院。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此案开庭审理，原被
告双方均不同意调解。

诉讼主体： 批评对象是少数教授北大
是否有权起诉？

对于北大和梦桃源公司的起诉， 邹恒甫
指出，二原告都不是诉讼的适格主体，意即二
者无权起诉他。

邹恒甫表示， 他批评言论的直接对象是
北京大学的少数教授， 与北京大学和梦桃源

公司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他批评的生活作风
问题是自然人的问题，不可能是法人的问题。

对此，法院判决认为，社会对某大学教师
群体师德品行的正当评价亦构成该大学良好
名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者名誉利益直接相
关。因此，对北京大学院长、系主任及教授群
体名誉利益的侵害， 同样构成对北京大学名
誉利益的侵害。北京大学系事业单位法人，具
有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 因此是案件的
适格原告。

对于梦桃源公司，法院认为，邹恒甫的系
列言论涉及到对梦桃源公司人、财、物等基本
要素的陈述及评价， 与此案名誉权侵权之诉
具有直接利害关系， 因此应当是此案适格的
原告。

案件核心：是批评监督还是故意诽谤？

邹恒甫的系列微博言论究竟是“批评监
督”，还是“名誉权侵权”？这是该起案件的核
心问题。

法院认为，邹恒甫在实名认证微博中以书
面形式公开发表多篇涉及北京大学院长、系主

任及教授与北京梦桃源餐饮有限公司女服务
员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的博文，但他未向法庭
提交这些博文所披露的“不正当关系”的事实
依据，因此，邹恒甫在涉诉微博言论中虚假陈
述构成对北京大学进行诽谤的行为。

尽管邹恒甫向法院提交了《北大教授指
控高中生情人敲诈

３０

万续：已被解除教职》等
文章予以佐证。但法院认为，这些所谓的“证
据” 并未直接证明邹恒甫涉诉微博发表的这
一事实陈述具有事实依据或直接线索， 因此
不予采信。

法院认定， 邹恒甫微博中使用“淫棍”、

“淫荡”等羞辱性文字，属于以言语方式贬损
北京大学的尊严， 构成对北京大学进行侮辱
的行为。

法院还认为， 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及对
不当言论造成的侵害积极减损是一个“诚信
谨慎之人”对发表微博言论的一般注意义务，

邹恒甫未尽这一注意义务，存在主观过错，并
且利用曾经系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 使其言
论容易产生“内部人爆料”的效应，更加容易
误导公众。

法院认定， 邹恒甫涉诉微博言论的所谓
“批评监督” 所依据的事实陈述并未证真，其
行为构成捏造事实， 故其发表涉诉微博言论
行为不能构成公民行使合法批评监督权利的
免责事由。

（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２０

日电）

汽车业·消费者·反垄断执法

———三问汽车零部件反垄断大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8

月
２０

日公布了
对
１２

家日本汽车零部件和轴承企业的反垄断
处罚决定。 这次反垄断将为汽车制造业和消
费者带来哪些利好？ 对我国反垄断执法有何
影响？记者

8

月
２０

日就这些问题采访了相关政
府部门、行业协会、消费者和专家。

深层次推动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经发展改革委查实，

８

家汽车零部件企业
和
４

家轴承企业涉嫌达成并实施汽车零部件、

轴承的价格垄断协议。 两案违法时间均持续
１０

年以上。经价格协商的零部件用于本田、丰
田、日产、铃木、福特等品牌的

２０

多种车型。

被处罚的两家轴承企业精工和
ＮＴＮ１９

日
分别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发布公告， 表示全力
配合中国政府部门进行汽车轴承业务调查，

采取多重措施确保遵守中国反垄断法。

反垄断调查的初期效应已经显现。 广汽
本田

８

月
８

日率先宣布，

９

月
１

日起下调部分零
部件价格。随后，广汽丰田也宣布于

８

月
１８

日
起下调部分零部件价格。

过高的汽车零部件价格已成为中国汽车
行业饱受诟病的弊端，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利
益，而且对汽车业健康业态的形成危害巨大。

“零部件反垄断应是汽车业反垄断的主战
场。”一位资深汽车行业人士说，零部件贯穿于
汽车消费整个生命周期，其价格垄断对汽车行
业的危害隐蔽且巨大，甚至不排除和汽车制造
商利益交换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可能。

目前，我国汽车企业，尤其是日系合资企
业对日本零部件供应商依赖度较高。 中研普
华公司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１３

年中国汽车零部
件从日本进口额为

９５．８

亿美元，占零部件进口
总额的

２７％

。

一位日系汽车
４Ｓ

店负责人向透露，日系
Ａ

级车国内外差价不大， 但零部件供应链相对
封闭，竞争不够充分，国内本土零部件企业很
难进入日系车采购体系。 而

Ｂ

级及
Ｂ

级以上车
型市场竞争激烈， 难以靠垄断整车价格获取
高额利润， 而通常通过整车厂对零部件厂以
及
４Ｓ

店严格管控，去操控市场获取高额利润。

同期，各地反垄断执法部门对克莱斯勒、

奥迪、 奔驰等汽车经销商的反垄断调查也在
推进。克莱斯勒、奥迪已查明存在垄断行为，

近期将受到相应处罚。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沈进军说，国家启动对汽车及配件的反垄断调
查，将切走相关企业的高利润蛋糕，促进价格
回归理性， 对整个行业也是一次普法教育，将
从深层次推动中国汽车市场健康良性发展。

消费者购车、养车成本将下降
业内有消息称， 广汽本田此次涉及调价

的零部件品种近
３

万种， 占总体零部件的
７０％

，价格平均降幅达
２０％

。但广汽本田表示：

“零配件调整具体涉及范围与降幅尚未最终
确定，将会在稍晚时间宣布。”

记者走访咨询了天津多家广汽丰田
４Ｓ

店，发现确有部分配件价格下调，但幅度不是
很大。

在天津美利丰店，售后人员介绍，此次价
格调整涉及

1000

多个零配件，有涨有跌，但常
用的机油、机滤等价格没有变化。

天津汇丰行售后工作人员称，

４Ｓ

店已接
到总部关于零配件价格调整的通知， 目前皮
带、火花塞等常用配件价格已下调，但幅度不
大。“我们是合资品牌， 不像国外品牌零配件
价格比较高，降价空间没那么大。”

汽车流通领域专家贾新光认为， 某一国
别的零部件企业如果结成价格同盟，将对整车
成本以及售后维修成本带来影响，预计近期将
迎来以日系为主的汽车品牌零部件价格下降。

天津市民岳彤说， 他选择私家车的标准
除了汽车本身售价， 更关注后续保养费用。

“汽车反垄断调查给老百姓带来的实惠有目
共睹， 希望相关部门能对汽车零配件价格保
持常态关注，让这种实惠更持续、更透明。”

推动反垄断执法与国际接轨
据发展改革委介绍，这起反垄断案涉及横

向价格垄断协议，即具有竞争关系经营者之间
达成的垄断协议，直接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

“价格横向共谋是价格垄断中最严重的
一种， 此次对日本相关企业的反垄断调查从
调查和执法程序上均与国际充分接轨。”北京
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志松说。

我国对汽车零部件和轴承企业开展反垄
断调查始于今年

４

月。而早在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日本的反垄断机构就对这些企业进行了相关
调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美国司法部宣布对
９

家日本
汽车零部件公司在美国市场多次合谋操纵价
格罚款

７．４

亿美元，两名高管也面临牢狱之灾。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反垄断法》生效。

６

年来，

我国的反垄断执法力度日渐加强， 市场影响
力越来越大。

邓志松说， 对危害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
进行反垄断调查和执法， 是世界公认的市场
经济规则。 反垄断执法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
体系的组成部分。 在国家下放行政审批权的
同时， 完善包括反垄断执法在内的市场监管
体系， 将为不同所有制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发挥重要作用。

（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２０

日电）

□

新华社记者刘敏华晔迪
欧殿丘周琳

□

新华社记者安蓓赵超陈冀
毛振华杨毅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