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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微观点

雾霾天气不
是凭空“跑”出来
的，它的出现有

着复杂的现实和历史原因，既与我们
长期以来的粗放式发展方式有关，与
工业燃煤和汽车尾气排放有关，也与
当下特殊的季节气候条件、生产消费
习惯以及环保意识密不可分。据京
津冀环境气象中心分析，这次雾霾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京津冀地区处于无
风、高湿的环境中，污染物快速积聚；
同时，北方地区进入秋收季节，部分
省市秸秆集中焚烧，更加重了雾霾。
可见，面对频频来袭的“坏天气”，怨
天尤人和无动于衷都是不足取的，也
是没有用的。只有各地各部门各行
业都积极行动起来，齐心协力打“组
合拳”、对症下药消除雾霾的肇因，才
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逻辑，也才能真正
构筑起防雾霾的“铜墙铁壁”，早日破
解“心肺之患”。

破雾霾要打组合拳

互联网的迅
猛发展，令用户
对融合数据、通

信、内容服务的综合信息服务需求
不断提高。当前国家正在进一步推
进广播电视网、电信网与互联网的
三网融合，但因其涉及多方利益的
重新调整，网络信息安全及文化安
全监管机制的健全和完善，诸多难
题仍需克服。

互联网企业的创新之举，正体
现了传统广电网与移动互联网在
市场力量推动下的合作性尝试。
三网融合的全面实现仍需时日，当
下的实践恰为融合困局的化解提
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产业实现
融合多赢发展，百姓的综合信息服
务需求获得更大满足，这些都值得
期待。

三网融合需解难题三网融合需解难题

证券业严格治理整顿有利于控
制风险，但也会制约创新发展。新
的证券监管思维就是守住风险控制
底线，推动全行业探索创新，做大做
强。

推动证券业做大做强

邵娜（中国
国际电子商务中
心内贸信息中心

分析师）：10 月下旬，山东、河北、河
南、安徽等地秋季大路菜集中上市，
蔬菜价格仍将小幅回落。进入 11
月上旬，天气转凉，部分地区冷空气
将来袭，蔬菜价格在 11 月中旬左右
将逐渐进入上升通道。

菜价将入上升通道

刘伟（知名
经济学家、北京
大学常务副校

长）：国企改革的核心是要解决社会
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问
题，我国国企改革是在“走一条前无
古人的道路”。

混改只是解决公有制和市场经
济融合问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
条件，这里面难点非常多，很重要且
需要深入考虑的一点，是如何运作
行政权力体系，做到通过混合所有
制使得传统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
摆脱“政企不分”的特征。

让国企摆脱政企不分

本报记者 徐峻

农村改革总是离不开土地这一
重大命题。掀开中国改革大幕的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一场土地
生产经营模式的根本改革。从人民
公社集体统一的生产经营模式，改
革为一家一户分散的生产经营形
式。这种改革大方向，就是把亿万
农民转变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
争。

记者近年数次采访过台州农
村，对这里的“土地改革”印象深
刻。这里，围绕土地的改革从未停
下过脚步，其广度和深度引领全省；
这里，改革红利极大地催化和释放
着土地的贡献率，其耕地复种指数
和农产品产出率为全省佼佼者；这
里，改革动力极大地促进和提高农
业的经济收入，其亩产经济效益和
土地租金收入跻身全省前列。

通过深度采访、田间地头的交
谈，记者感受到，台州农民围绕土地
的改革，如此坚定有力，如此清晰具
体，如此扎实有效。既有政府的顶
层设计和引导支持，更有农民的积
极探索和实践突破。两股力量推动
农村改革往深处走去。充满生机和
活力的改革，让记者深受感染，倍感
激动。

台州市土地流转率达 52.4％。
温岭市农业大镇箬横，土地流转率
竟然高达 72％。一家一户分散经
营的土地，逐步向大户、家庭农场、
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农场、合作社
联社流转。这仍是农村“土地改革”
的一个主流方向。适度规模经营，
是这一改革的核心内容。

52.4％土地流转率，意味着台
州市一半以上农户把土地经营权交
给他人耕种经营。意味着这么多农
民从土地上解脱和转移出来，可以
专心从事更高收入的工作。他们可
以打工，可以经商，可以去创业。对
于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一个重要支
撑，对整个社会发展无疑是一大进
步。

流转出来的土地，无论是哪个
经营主体耕种，规模化经营都可大
大提高生产率。尽管各种规模化经
营主体各有优劣，但都显现出各自
强大的竞争力，在很长时间里都会
共存并发展下去。合作社主体经营
模式，更适宜较大规模的粮食生产
经营。大户和家庭农场主体经营模
式，则相对灵活和便捷，适宜规模较
小的土地经营。

土地流转已然形成趋势。改革
第一个指向，比较好地解决了土地
经营上的统和分的问题。统分经营
始终是“土地改革”的核心问题。适
度规模经营，适宜统就统一经营；家
庭分散经营，适宜分则坚持分散经
营。从中国国情出发，这两种经营
模式会长期并存下去。特别是人多
地少的浙江，许多农户无需花费较
大劳力，照样可以通过精耕细作来
经营好他们那一亩三分田，获取较
好的收获。家庭分散经营这种形式
会长期存在下去。

台州农村为解决统分结合矛
盾，在经营模式上又有新的突破。
通过股份合作农场，进行大面积粮
食生产，插秧和收粮两个环节仍由
农户分散负责，其他均交给农场统
一管理。还有通过专业合作社，统

一负责果园的技术服务、基础设施、
市场销售，其他仍由每家每户分
散管理。在台州农村许多地方，
即使家庭分散经营，耕种、施肥、
收割几个主要环节，社会化服务
已实现全覆盖。这种农户加合作
社的经营模式，可以把家庭分散
经营和合作社集中经营两个优势
充分兼顾和融合起来。

努力提高农产品贡献率，是台
州“土地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指向。
台州土地流转不仅力度大，更表现
在形式多样灵活。土地季节性流
转，就是一个创新。种粮大户把半
年闲置的土地转包给种西蓝花大户
耕种。这样可以提高土地复种指
数，水旱轮作有利于土壤保护，对种
粮大户又可以降低租金成本。针对
一部分不愿意土地流转又没有精力
耕种的农户，他们还创造了一种股
份合作农场，让这些农户的土地以
入股形式交给农场管理，土地承包
经营权仍归家庭。这些做法，看似
只是具体形式和细节上的改革创
新，但指向一个，就是提高土地农产
品的贡献率。

台州“土地改革”最重要一个指
向，就是土地主体得益者应该是农
民。据记者观察，台州流转出来的
土地，经营主体基本上还是农民，流
转到工商资本不是很多。这是符合
中国国情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内，仍有相当数量的农民还要靠土
地吃饭和奔小康。只要这一现状没
有改变，土地主体得益者当是农
民。这是农村改革中需要坚持的一
条重要原则。

“土地改革”主体得益者是农

民，台州农村进行了有益探索。流
转土地租金在市场竞争中逐年提
高。温岭箬横 14 万人口大镇，77％
农户承包田得到流转。当地每亩年
租金从原先 600 元左右，逐年提高
到现在的 1300 元至 1500 元。路桥
一带不少流转土地的租金达 2000
元以上。台州不少农村近两三年每
亩租金每年递增约 200 元，不少地
方还有争抢流转的现象。尽管地租
并非越高越好，但决定价格高低的
最终是市场。多数农民从土地租金
得到实际利益，这才是符合改革方
向的。

台州还有一个创新，就是股份
合作农场。仙居的一家股份合作农
场，农户按 6 亩为一股折算，让土地
入股。农民在获取粮食之外，既可
以享受农场统一服务，还可以享受
每亩 250 多元的二次分红。农场把
农民交售的粮食进行深加工，提高
附加值获取更高利润。农民还可以
在农场打工，再赚取一份工资性收
入。这种做法，农民从土地中获取
利益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台州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相当
数量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经营
30 亩至 50 亩耕地。这种经营模式
能够精耕细作，复种指数高，市场灵
活性大，经济效益特别好。这种规
模经营多数安排经济作物，亩产效
益低者一万元左右，高者可以上二
至三万元。这完全可以称得上农业
创业，一个农户很快进入小康乃至
大康生活。

更为可喜的是，台州土地确权、
农村产权交易、农房抵押贷款等系
列改革正在深入进行。这一改革在

更大范围配置资源，特别是着眼于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这一改革的
深入和突破，对于整个“三农”工作
的推动，对于整个农村的改变，对于
农民更大利益的获取，其意义重大
深远不言而喻。

深深眷恋土地的浙江农民，是
“土地改革”的主体。他们从未停下
过改革脚步，大胆探索、锐意创新，
一步步推动着改革实践的深化和突
破。他们最清楚改变些什么和往哪
里改，土地经营上的统和分，农产品
生产的多和少，经济效益的高和低，
困扰农业生产的这些重大问题，在
改革中逐一破解。

农村改革离不开政府的顶层设
计和循序引导，离不开舆论鼓励和
政策支持。台州农村改革，蕴含着
当地政府的心血和努力。我们党有
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尊重亿万农民
的伟大创造，并认真总结他们的经
验，推广他们的经验。当下重要的
是，把农民群众改革的伟大创造，上
升到工作指导思想，成为推动全省
农村改革的一份宝贵财富。

农村改革仍是这次改革全局中
极为重要的一步。农村改革在深
化，改革方向并没有改变。农村土
地经营主体再怎么改变，市场主体
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改革目标是
让市场主体的竞争力有进一步提
高。围绕土地进行的农村改革，最
终是让广大农民从土地生产经营中
获取更大利益。这一点也不会有任
何变化。

只要农村改革脚步往前走，改
革大局就能充满生机和活力，就能
风生水起，一直向好。

“土地改革”：从未停下过脚步
——台州经济改革观察之三

本报杭州10月28日讯
记者 陈文文

今天下午，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组织的传统媒体法人微博

“从企业看信心”经济形势主题采
访活动，走进坐落于杭州海创园
的小微企业——杭州晟元芯片技
术有限公司。在紧凑的采访行程
安排中，记者之前参观的是两家
大名鼎鼎的企业——吉利和阿里
巴巴，而这家听起来“名不见经
传”的小微企业，和上两家企业一
同出现在采访名单上，有什么来
头？

记者了解到，依靠一块小小
的芯片，该公司已在5轮风投里融
资到了 1 亿元。“芯片公司的市盈
率比 Facebook 高出 10 倍，多少投
资机构睁大了眼睛想进来。”董事
长邱柏云分析，未来人们生活将
日益数字化，网络信息安全十分
重要，行业前景广阔。

这是一家视研发为生命的
公司，将盈利全部用于研发。为
打破“高端制造都来自美国”的
传统观念，邱柏云在技术研发上
不惜投入大量精力，但没有担心
过资金问题。“我们现在靠产品
销售就能养活自己，而且融资也
很方便。”3 个月前，晟元只用了
3 天时间，就获得了一笔 1000 万
元的融资。“第一天谈合作，第 2
天签协议，第 3 天对方将钱投过
来了。”

作为国内第一款指纹识别专
用芯片的发明者，晟元打造了全
球第一款指纹识别与信息安全双
核芯片，拥有上百项自主知识产
权。简单来说，用过苹果 5S 手机
的人都知道，指纹解锁。晟元眼
下就正在为安卓系统的手机开发
指纹识别安全单元，预计相关芯
片年内就可以推向市场。

芯片，外观上你可以把它想

象成一颗纽扣电池。在一平方毫
米的面积里，分布着几百万个“门
电路”，每个“门电路”又由好几个
晶体管组成。晟元做的最小芯片
只有一粒黑芝麻大小。然而这个

“芝麻芯片“应用在物联网系统里
的网络交互设备上，使用寿命可
达到7年以上。今年，晟元公司大
概能制造 1000 万粒这样的“芝麻
芯片”。

“晟元公司刚成立的时候，研
发一款芯片需要两年，现在平均
只需要一年多。今年经济形势面
临波折，公司投入的 2500 万元研
发资金是历年来最多的，共研发
了 5 款芯片。”邱柏云称，研发团
队 80%具有硕士以上学历，在芯
片设计、安全防护、指纹算法、加
解密算法等领域上都已达到国际
水平。

最近，美国一家生产智能胎
压监测器的企业找到晟元公司，
欲与其合作生产监测器中的芯
片。“他们在全世界也只找了二三
家企业寻求合作，而在中国，他们
选择了晟元公司。”邱柏云不无自
豪，“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信息
安全芯片领域里，我们只有两个
竞争对手，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日
本。”

“去年，美国已经在所有汽车
轮胎上强制性安装了该检测器，
并为保证监测器使用质量，要求
司机必须两年更换一次，中国可
能会在 2015 年实施这项政策，谁
掌握了这项技术，谁将拥有巨大
的市场份额。”

年销售额保持翻番纪录的晟
元 ，目 前 在 指 纹 识 别 芯 片 产 品
上，已占据国内近 70％的市场份
额，在网银安全单元领域的市场
份额也位列全国前三。邱柏云认
为晟元“生逢其时”：“棱镜门”、

“icloud 照片泄密”事件，使得信
息安全备受重视，芯片国产化上

升到国家高度，政策扶持与资金
投入力度加大，对于晟元这样关
注安全系统集成的企业正迎来重
要机遇。

“我们要做全球一流的信息
安全芯片技术供应商！”这位专家
型企业带头人说，国内的创业环
境不错，到 2015 年晟元芯片公司
可以进入“亿元级”企业之列。他
毫不讳言，最迟到2018年，公司必
定进入“十亿元级”企业之列。

“我不缺乏信心，但我呼吁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公平公正
的营商环境。”邱柏云在这方面
吃过亏，芯片领域将会杀成一片

“红海”，越来越多的竞争者涌入，
一旦团队被人挖走，“价格比你
低，技术不比你差。”他认为，在这
个时代，公平正义有时候比财富
更重要。

“从企业看信心”采访活动走进小微企业

晟元，信息安全铭于“芯”

转型升级 有实招有实招

“晟元”科技人员正在为客户演示公文包锁里的芯片。

杭州晟元芯片技术有限公
司，是以智能识别、二维码识别、
加解密技术、网络安全系统为主
营方向的集成电路设计及安全
系统集成企业。公司涵盖算法
研究、IP 开发、IC 设计、方案实
现、安全系统集成等多个方面业
务，拥有上百项自主知识产权。

作为国内唯一能同时提供生
物识别芯片、数据加解密芯片、通
用32位MCU的公司，积极创新各
类技术交叉应用。

晟元是国内第一款指纹识
别专用芯片的发明者，亦是华东
地区唯一获得芯片级国密生产
及销售资质的企业，打造了全球
第一款指纹识别与信息安全双
核芯片，并率先获得商用密码产

品 型 号 证 书 以 及 国 际 FIPS
140-2认证。截至2013年，晟元
已获得 58 项专利（包含一项国
际专利）、35 项软件著作权，拥
有多项国密证书，并且通过了
EAL4+认证。晟元亦参与全球
平台组织（GlobalPlatform）、全国
信标委生物特征识别分委会、生
物识别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国自动识别协会、中国密码学
会等组织，致力于推广生物识别
与信息安全产品标准化。

晟元一直坚持着“人才为
本”的发展战略，拥有专业的技
术团队，成员 80%具有硕士以上
学历，为提供完美的产品、完整
的应用方案和良好的技术支持
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 企业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