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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派学人 2017 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如期出来，

各方关注的 GDP 增长了 6.9%。这个增速既

有些超预期，但也在预料之中。说它是超预

期的，主要是超过了岁末年初的预期。岁末

年初一度占优的预期，是经济下行态势未有

逆转。现在这个增速，比 2016 年最后两个季

度略高，似乎在印证一种说法或愿望：经济已

触底，至少是在企稳。这多少有点超预期。

说它是意料之中的，主要是这个增长多半可

从开年头两个月物价攀升上即可料到。岁末

年初物价方面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工业品出

厂价即 PPI 在连续五十多个月的负增长之后

突然“转正”，岁初接连冲高，2017年2月份同

比增幅高达 7.8%。这刺激着工业产出的扩

张，因而预示着经济增速的提振。

增长动力方面，需求一边“三驾马车”的

发力齐头并进。与上年同期相比，一个略微

走弱，两个走强。走弱的是投资，代表投资的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9.2%，比去年第四季度提

升了 1.1 个百分点，但比去年一季度低 1.5 个

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强劲反弹，增幅高于

去年同期 2 个百分点。去年同期是 5.7%，今

年一季度是 7.7%。后者多半有效率增进的

涵义。走强的是消费和出口。其中代表消费

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0.9%，比年末

提升 1.4 个百分点，高出去年一季度仅 0.4 个

百分点。外贸出口增长 14.8%，去年一季度

是收缩的。就是说，三驾马车中的两驾（消费

与外贸）发力超过去年同期，加上投资中民间

投资的反弹，安全可以解释GDP高于去年同

期 0.2 个百分点的增长。增长结构与动因的

这种数据自洽，表明增长提速是可信的。

客观地来分析，2017 年一季度增长的提

速，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 2016 年后半年不动

产价格上涨的滞后效应，尤其是大中城市商

品房价格近乎暴涨的一种滞后效应。统计数

据显示，全国七十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房价

格，2016 年二季度加速上涨，九月份同比增

幅攀上两位数（11.2%）之后，接下去的四个月

涨幅都在 12%以上，几乎是经济增速的两

倍。房地产价格的暴涨，拉动了上游钢铁、水

泥、平板玻璃等产品价格的上升与产出扩张，

进而是能源价格的暴涨与产出反弹。2017

年一季度GDP的增长中，相当一部分得益于

上述产业的反弹。这些产业中不少都属产能

严重过剩的行业。此类行业的反弹是不可持

续的，反弹之后加重了去产能的压力。就这

个视野来看，一季度经济提速的可持续性值

得审视。

另一个是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以及防止

系统性风险的政策措施及其效应。谈及经济

运行面临的风险，经济界往往习惯性盯住内

外两块，分别为外部的美联储加息和内部的

房地产泡沫。这两块的确重要，但已经是明

摆的，也已为宏观调控所盯牢。其中美联储

加息的负面效应在减弱，房地产价格暴涨已

引出史上最严厉的限购。值得关注的是深层

的隐患。两个隐患孕育的风险不可低估：一

个是高速增长的货币与信贷供应，因而造成

通胀风险。过去三个月，广义货币 M2 增速

虽略有降低，依然在两位数，而信贷增速接近

13%，几乎是 GDP 增速的两倍。另一个是债

务问题，国民债务占 GDP 比重较大，其中大

头是企业债务，比例较高，只有这两个深层问

题的消除，方能带动经济健康发展。

（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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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初开始，国家环保部组织了有史以

来最大规模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行动，

5600 名环境执法人员将在为期一年的时间

里，对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京津冀传输通道

上的28个城市进行高压检查。

行动开始之后，战报频传，凸显的问题令人

震惊，许多大型企业的环保设备只是摆设，有的

检查组刚走，排污设备就关掉。环保部部长陈吉

宁亲自带队突袭燕山石化，发现问题要求调阅台

账的时候，等了近20分钟后，仍然拿不出来。说

明这家企业平时压根就不重视排污问题，连台账

在哪都找不着。环保部表示，对存在环境违法问

题的企业绝不姑息，依法予以惩罚。在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也得到了及时曝光和处理，不重视排

污的燕山石化相关领导随即被免职。这起行动，

显示了环保部向污染宣战的决心。

然而，声势浩大的国家级环保大行动，到

了济南这里，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碍。4

月 16 日上午，环境保护部强化督查第十五督

查组对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山东绿杰环保节

能科技有限公司检查时发现：该企业车间内

燃煤手烧炉未列入当地燃煤小锅炉淘汰名

单，电焊生产工段无粉尘及废气收集处置装

置，车间内噪声比较大，地面粉尘较重。

该企业负责人王某赶到现场，督查组及

当地环保部门执法人员向其出示了执法证

件。王某称证件有问题，拒绝检查，不提供相

关环保资料，同时立即将大门紧锁，不允许检

查人员离开，扣留执法人员超一小时。

该企业管理人员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

称，因为自己有专利技术，对执法者的身份有

所怀疑，以为是前来偷窃技术的商业间谍假

冒。这个说法完全是混淆视听。首先，环保执

法人员向其出示了执法证件，明确表明了身

份，公司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检查，更不能扣押

执法人员长达一个小时。其次，该公司车间内

确有应当被淘汰的重污染生产设备，生产过程

产生大量污染环境的噪声和粉尘，环保部执法

团队对其进行执法检查有理有据，不容置疑。

该企业阻扰执法、非法扣押执法人员的

行为，实际上已经涉嫌“妨碍公务罪”。根据

济南方面的消息，当地公安已经对其中 4 人

实施了传唤，下一步就是法律来裁定其违法

行为的性质和处罚结果。如果执法人员能够

被随意扣押，山东大地岂不是处处梁山？国

家政令如何保持通畅？

人们奇怪的是，这家企业哪里来这么大

胆子，公然对抗中央国家机关的执法人员？从

执法人员发现的违法排污现场看，这家名为

“环保节能”的企业，实际上并不环保，也不节

能，却能够长期如此这般进行生产，与当地环

保部门执法不严有很大的关系。至少有一点，

企业老板心里，并没有真的把“环保节能”放在

重要的位置，也没有适应环保执法人员上门执

法的节奏。像这样的主动执法，还是应该多几

次。次数多了，罚到痛了，老板自然就明白了，

原来国家环保法律，并不是吃素的。

扣押环保执法人员，哪来的胆子

杨洁离去。她带走的是音容笑貌，留下

的却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西游记》。

这部电视剧堪称经典，30年前万人空巷，

30年后依然为人津津乐道。谁能忘得了孙悟

空的一腔赤诚、八戒的插科打诨呢？谁能忘得

了大闹天宫的快意、取经路上的艰难险阻、女儿

国里的满园春色、荆棘岭上的桃李芳菲呢？

令人遗憾的是，一不小心成了孤峰一座。30

年来，《西游记》拍了一遍又一遍，演过孙悟空的

都快能排成排了，竟没有一部能超越它的，也没

有一个能演出六小龄童那样的神韵。如《西游

记》一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续拍成的《红楼

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个个都是经典，不仅

是同类题材的巅峰，也是国产剧的巅峰。

30年前，演员们拿着微薄的工资，导演经

常为无米下锅发愁。30 年后的今天，我们可

以不用为钱的事发愁了，热钱像潮水一样涌入

这个行业，电影票房拿不到十亿都不好意思拿

出来说道，小鲜肉们的身价已经过亿。可是为

什么留在人们脑海里的依然是四大名著电视

剧里那些精湛的演技、老戏骨们的风骨？现在

比过去不管哪方面都要高出一大截，可是为什

么经典还是离我们远去了？

在那个时代，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很贫

穷，但充满着朝气，都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在

影视剧、文学都涌现出一批代表作。他们甘

于清贫，苦中作乐，对这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文

明的开拓有着强烈的使命感。

时代在变，可是不管哪个时代，艺术的规律

都是相通的，四部电视剧三个不同的导演、完全

不一样的演员阵容，可是无一例外地都成为经

典。这说明那个时代，对艺术是有着共同的追

求的。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放在今天仍然具有

现实意义。有些人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精品

的竞争，而是看成圈钱的工具。《三国演义》讲述

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用了84集，《红楼梦》讲

一个家族的兴衰史用了36集，可现在的有些电

视剧，五六十集都是在说同一个故事，从前生说

到来世，换个场景换些细节又重复一遍。

《西游记》长盛不衰的秘密并不复杂，就是

一切按艺术的规律办事，按精品的标准雕琢，

对得起良心也对得起观众。尊重传统文化、工

匠精神、精品意识正是影视剧行业最稀缺的东

西，也是四大名著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思考。更

要看到，《西游记》的成功不是导演一个人的优

秀，而是一群人的优秀，四大名著是中国古典

小说的巅峰之作，有个好底子是先天优势，除

此之外还有好编剧、有好摄像、有好作词作曲

者，甚至歌手都是出类拔萃的人。

对杨洁最好的纪念，不是沉湎于《西游

记》的成功之中，而是拍出更多更好的精品。

缅怀杨洁，更要立志超越杨洁

对杨洁最好的纪念，不是沉

湎于《西游记》的成功之中，

而是拍出更多更好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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