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行：“80吨黄金储
备下落不明”纯属谣言

针对近日有媒体刊载《80吨国库黄金储
备下落不明》的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
负责人 22 日表示，该报道无中生有，纯属谣
言，人民银行予以谴责。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将保留对造谣、传谣
者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新华社电

耐克衣服鞋今秋要涨价
涨幅可能在5%到10%
耐克中国称还未接到通知

随着劳动力、原材料和运输成本的增加，
体育用品大鳄耐克也撑不住了。据美国《华
尔街日报》昨晨报道，耐克将在今秋将产品售
价上调5%到10%。

报道称，耐克日前宣布，今秋将发布“勒
布朗·詹姆斯”篮球鞋（Nike LeBron X Nike
Plus），尽管这款升级版球鞋内置能测量运动
员跳跃高度的动作感应器，但 315 美元的售
价还是让耐克迷们瞪大了眼睛，“这个价格绝
对是史上最贵”。

《华尔街日报》分析称，随着劳动力、原材
料和运输成本增加，耐克将把其鞋子和衣服的
价格上调5%到10%。以一款售价千元左右的
乔丹篮球鞋为例，调价后涨幅在50到100元左
右。昨天上午，耐克中国公关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称，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涨价通知，据目前
信息还没有涨价的计划。而对于《华尔街日
报》报道耐克今秋将涨价5%到10%，耐克中国
表示公司不予回应。 据《法制晚报》

2012 中国(河南)—
日本合作交流洽谈会10
月中旬在郑举行

本报讯 昨日，省商务厅传来消息，为
进一步扩大我省与日本的经贸交流合作，
深入开展大招商活动，省政府定于 2012 年
10 月 16 日~18 日在郑州举办 2012 中国 (河
南)—日本合作交流洽谈会。2012 中国(河
南)—日本合作交流洽谈会以郑州航空经济
综合实验区、日本村(园区)为主要载体，以
新乡、平顶山日本工业园区为主要依托，以
日本企业来豫合作洽谈、项目对接、实地考
察为主要内容，高层推动，扎实推进，促成
一批对日经贸合作项目，进一步推动双方
实现互利共赢。 记者 徐刚领

0.3949 21 日，华中师范大学中

国农村研究院在京发布了《中国农民经济状
况报告》。2010 年，农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
34080.34元，2011年攀升至38894.38元。

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
年已达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
数据显示，收入最低的20%样本农户，与收入最
高的 20%样本农户的收入差距有 10.19 倍。

据《新京报》

107家景区、旅行社、酒店遭投诉
据介绍，今年第二季度我省正式受理的165

件旅游投诉中，涉及旅行社的有70件，占投诉总
数的 42%；涉及景区的有 84件，占投诉总数的
51%；涉及酒店的有11件，占投诉总数的7%。

具体来说，遭到游客投诉的景区、旅行社、
酒店共有 107 家。包括清明上河园、龙门石
窟、少林景区、云台山、白云山、青天河、尧山、神
农山等9家5A级景区在内的47家景区遭到游
客投诉，其中清明上河园是连续三次被投诉。
河南旅游集团、河南国旅、郑州东方旅行社等
49家旅行社被投诉，遭到游客投诉的酒店包括
河南永和伯爵国际酒店、黄淮宾馆等11家。

涉及其他方面的投诉主要为旅游车队以

及社会宾馆、旅游年票等，共有56件。

游客都投诉些啥
据了解，涉及旅行社投诉方面，存在的主

要问题包括：旅行社擅自增加购物次数，未能
与游客及时沟通；住宿安排不达标引起游客不
满；个别导游素质较低，不能及时化解矛盾；行
程安排不合理，无故变更或减少行程。

涉及景区方面的投诉，问题主要是：个别
景区管理不够正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较差，
对景区内游乐设施的使用及收费项目介绍不
清，造成游客误解；个别景区安全措施不到位
致使游客受伤；个别景区停车场管理不善，造
成车内物品丢失。

对于宾馆酒店的投诉，主要问题是：个别
宾馆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差；个别宾馆停车场由
于管理不善造成车内物品丢失情况时有发生。

涉及旅游车队、社会旅馆、旅游年票等方面
的投诉，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旅馆软、硬设施较
差、个别游客持旅游年票不能正常进入景区等。

旅游部门提醒游客应加强维权意识，报名
出游时要选择合法旅行社，注意查看旅行社是
否“证”、“照”齐全，并尽量选择信誉度好的旅
行社。在签订合同时，要仔细阅读有关条文，
必要时要单独约定服务项目以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此外，在旅游过程中，如有侵害游客
合法权益的事情，要及时向当地旅游质量监督
部门反映，保留证据，依法维权。

今年第二季度全省旅游投诉受理情况公布

清明上河园连续三次遭投诉

短讯

100户世界500强企业已在豫投资

39户世界500强企业
落子郑州

500强企业青睐以郑州为中心的1小时经济圈
今年，我省争取新引进世界500强企业10家

现在，有多少世界500强企业已在豫投资？拟来豫投资世界500强企业的
主要特点是什么？昨日，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省商务厅近期对《财富》杂志
评选出的世界500强企业在豫投资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和分析，提出了加快推
进世界500强企业来豫投资的对策和建议。昨日，省商务厅发布的《关于世界
500强企业在豫投资情况的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目前，已有39户世
界500强企业落子郑州，还有18户世界500强企业拟来郑投资。 记者 徐刚领

100户世界500强企业已在豫投资
截至2012年3月，100户世界500强企业已

在豫投资，其中境外世界500强企业72户，境内
央企28户，共投资项目161个，投资总额2040.58
亿元。其中72户境外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
85 个，投资总额 526.64 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76.69亿美元，平均单个项目投资额为6.2亿元；
28户境内央企投资项目76个，投资总额1513.94
亿元，平均单个项目投资额19.92亿元。

来豫投资500强亚洲最多
据了解，已在豫投资的世界 500 强企业

来源地较为集中。来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世
界 500 强企业有 55 户，来自欧洲的有 19 户，
来自美国的有25户，来自巴西的有1户。

区域分布相对集中。有88户世界500强
企业落户在以省会郑州为中心的1小时经济
圈内；有 40户世界 500强企业落户在国家和
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内。
18 个省辖市均有分布，郑州、洛阳、新乡、平
顶山 4 个省辖市相对较多，分别为 39 户、18
户、11户、11户。

行业分布较为广泛。投资形式以合资和
独资为主。已在豫投资世界500强企业主要
采用合资、独资经营形式，其中合资经营企业
56户，独资企业28户。

世界500强不热乎新能源汽车产业和生物产业

《报告》分析，当前，在豫投
资的世界500强企业存在大项目

和龙头项目较少，投资结构有待进一步优
化等诸多问题。

据了解，来我省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
数量不多，投资规模较小，带动能力不强，
一直是我省吸引世界 500强企业投资的薄
弱环节。目前境外世界 500强企业在豫投
资实际到位外资仅有76.69亿美元，多数为
投资额不足 1000万美元的小项目，表明我
省在吸引世界 500强企业投资方面同沿海
地区还有较大差距。

从分布产业来看，世界500强企业在我

省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资源开发和能
源交通领域，很多项目与我省现有产业优
势和今后发展方向契合不紧密，关联度不
高，项目单一，处于产业链高端的项目少，
区域性总部、生产基地、营运中心、研发中
心等功能性机构少，对我省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带动作用不强。

此外，我省还缺乏吸引世界500强企业
和跨国公司来豫投资专门政策，尤其缺乏
结合我省产业优势，吸引世界500强和跨国
公司区域性总部、生产基地、营运中心、研
发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布局河南的大力度政
策。

我省应出台特殊举措吸引500强企业来豫投资

截至 2012 年 6 月，共有 25 户境外世界
500 强企业和 13 户进入世界 500 强的央企
拟来豫投资，计划投资项目59个（包括已签
约和在谈项目），投资总额 622.53亿元。其
中境外500强企业投资项目38个，计划投资
182.54 亿元，平均单个项目投资额 4.81 亿

元；境内央企投资项目 21 个，计划投资
439.99亿元，平均单个项目投资额 20.95亿
元。

投资领域主要分布在我省先导和支柱
性成长行业。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尚无投
资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和生物产业意向。

世界500强企业偏爱制造业、资源开发和能源交通

省商务厅认为，我省应抓紧研究出台
加快推进世界 500 强企业来豫投资的特
殊政策措施。千方百计吸引世界 500 强
企业功能性投资。研究出台《河南省鼓励
世界 500 强企业和跨国公司在豫投资的
若干政策》，吸引世界 500 强企业扩大在
豫投资，设立区域性总部、投资性公司、研
发中心、采购中心、分销中心等。在建设
用地保障、环境容量指标、劳动力供应、资
金信贷等方面给予特殊政策。进一步加
大财政支持力度，招商引资专项资金、承
接产业转移专项资金、工业经济结构调整
专项资金、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等各类资

金的使用向吸引世界 500 强企业和跨国
公司方面倾斜，进一步完善我省招商引资
政策体系，为吸引世界 500 强企业和跨国
公司提供支撑和保障。

全面梳理、分类推进世界500强企业已
在豫投资项目、在建项目和签约项目。具
体举措包括：积极推动现有项目增资扩
股。加快推动在谈、已签约及在建项目。
创新招商方式，实行精准招商和有针对性
招商，并且，要加强开放平台建设，进一步
优化招商引资环境。

据了解，2012年，我省争取新引进世界
500强企业1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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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减少，土地财政饥渴，不排除
一些开发商去年以来，或者在更早之前，以
低价拿地，高价出售，抬高房价的可能性。”
——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昇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50个
大中城市环比房价上涨的城市数量大幅增
加。房价再次普涨、中介机构“热火”重现、房
企酝酿涨价“蠢蠢欲动”，7月作为传统楼市淡
季却呈现“淡季不淡”。2011年下半年以来，
全国有 33个城市以不同方式“微调”楼市政
策，“财政焦虑”再次凸现。由于土地出让金收
入锐减，地方政府放松调控以活跃房地产市
场的意愿增强，一些地方屡屡微调试探调控
底线，房价调控受到挑战。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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