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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磊落建言】

在重点领域的改革应包

括想方设法将本土创新从科

技行业扩展到各个行业，在大

力改进教育、激发创新活力、

消除不利于创新发生的制度

等方面有所突破，着力打造能

够提升创新自由度、创新能力

以及创新欲望的社会文化。

【潮汐拍岸】

康养项目这些年发展迅

速，各种花样层出不穷，尤其

是“候鸟式养老”更是如火如

荼，不少保险公司还将养老产

品变成了金融产品，康养机构

在全国遍地开花，只要交足了

费用，在一年之中可以有选择

地居住，这样既解决了气候舒

适度问题，大家还可以组团买

产品，约着四处旅居，再加之

它的金融属性，确实受到一定

程度的欢迎。

【和而不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

近的一份声明中，不仅赞扬

了希腊“经济的数字化转

型”，还表扬了它“日益激烈

的市场竞争”。

曹汐

中国人但凡到了中年，就会不

由自主地开始思考未来如何养老，

这可是人生大事。在我祖父母辈

的年代，国内各市、县、乡都设立敬

老院，这种福利机构当时确实解决

了一定的养老问题，但传统观念仍

在那代人心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

敬老院不是特别招人待见，不到万

不得已没人愿意去，毕竟对于儿女

们来说，实在担不起“不孝顺”的罪

名，而被儿女“抛弃”，也是老人们

所忌讳的，即使不得不去，也是抹

着眼泪躲躲闪闪，生怕被别人拿去

说三道四，就好像进了敬老院就低

人一等！

不过早期的敬老院设施也的确

简陋，所能提供的服务有限，即使没有

老观念作祟，也不会有什么吸引力。

到了我父母这一代，都是随着

大流生活，也依着惯性养老。大多

数家庭都有几个小孩，加之那时人

口的流动性不像现在这么大，孩子

们大多陪伴左右，对于养老问题，不

必太担忧。再说经济飞速发展，退

休金跟着水涨船高，父母日常花销

不仅不用向儿女伸手，有时还能让

子孙辈啃啃老。

我父母年轻时支援三线建设，

退休后只求“叶落归根”，一帮老同

事“抱团”返回故乡，扎堆买房。这

么一来，周围既有亲戚又有故友，来

往走动，一点也不孤单。在他们那

代人中，还有些“下海”挣到钱的，又

或者子女有能力，就会兴致勃勃地

去入住早期红极一时的“新型”养老

院。这类养老院大多设在山清水秀

的地方，给人远离尘嚣、“修仙”养生

的感觉，环境好空气好，设施好服务

好，可以说是养老度假两不误，当然

价格也就不菲。

也真得佩服我妈的判断力，她

早早就预言她的同事老李叔在养老

院呆不住，又说自己打死也不会去

那荒山野岭。那时候我才刚参加工

作，总觉得我妈是“酸葡萄”心理，没

想到老李叔后来真的灰溜溜跑回

来。按我妈的话说，进了养老院无

疑于去等死。儿女们不能常来，老

朋友又难见面。表面上看似清闲，

实则孤独不堪，尤其看到身边的伙

伴隔三岔五地离世，哪种滋味岂能

好受？不逃回来才怪呢。

因为工作原因，我后来接触到

不少文旅加养生的项目。这些项目

大都设在离市区两三个小时车程的

地方，而且也不叫养老院，美其名曰

某某“康养”中心，毕竟“康养”不分

年龄，只是由于观念与定位，大多数

康养项目仍然对标老年人服务。

这些康养项目常常是景区的组

成部分，规模大的还配套了学校、幼

儿园，这样稍微上点年龄的人可以

一边带孙子一边养老，宣传口号是

“可静可动，动静结合”，思路是老人

们想要热闹可以和游客互动，想要

安静，也可以在养老项目区域活

动。可惜到了最后，这些看上去很

美的愿景却难以实现，原因有很多，

首先是学校的师资力量配备、招生

皆不容易，再说隔代的教育理念也

有冲突。其次是景区的问题。游客

乌泱泱地来，儿女节假日想来探望

父母，不是堵车就是堵心，再有，游

客一多，周边的东西就会变贵，无形

之中增加了生活成本。至于那些游

客稀少的康养项目，则会因入不敷

出，之前承诺的各种服务无法兑现，

最后只剩下一地鸡毛。

康养项目这些年发展迅速，各

种花样层出不穷，尤其是“候鸟式养

老”更是如火如荼，不少保险公司还

将养老产品变成了金融产品，康养

机构在全国遍地开花，只要交足了

费用，在一年之中可以有选择地居

住，这样既解决了气候舒适度问题，

大家还可以组团买产品，约着四处

旅居，再加之它的金融属性，确实受

到一定程度的欢迎，特别是对于刚

退休不久、身体健康人士，旅居的确

是个不错的选择。但随着年龄增

大，人们出行的意愿就会降低，再说

国人“家”的观念早就根深蒂固，很

难做到“四海为家”，到最后，“候鸟

式养老”也没能得到普及。

我一直很羡慕我父母的居家养

老方式，我妈和一帮老朋友也都说

只要还动得了，哪里都不去，就住在

自己家里，街巷里弄，烟火气十足。

只可惜，这样的养老方式很难复制

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一来，子女

少；二来，身边的同事朋友大多来自

全国各地，无法像他们当年那样组

团还乡。前段时间，我参观过一个

由日本著名设计师设计的康养项目

展示厅，其项目正在开发，地点就在

深圳蛇口。这个康养项目属于比较

专业的养老公寓，活动场所和生活

设施比较配套，什么高档餐厅、私人

管家、医疗检测设备……一应俱全，

儿女要和父母互动也方便，不能不

说非常人性化。但是这种项目也有

弊端，就是更像一个第二居所的概

念，而且这种第二居所是给特定人

群居住的，且不说这统一的餐厅很

快就会乏味，而活动场所的空间肯

定还不如周围的公园，总体感觉只

是多了套房。

我倒是比较欣赏国外新的“居

家养老”概念，项目建设之初就规划

了一定面积作为养老中心，其他楼

层仍是平常的生活小区。养老中心

有专业机构负责常规检查和对接各

种康养和医疗资源，还有针对高龄

老人和特殊人群的专业陪护人员，

家里安装着不同级别的设施和设

备，便于全天监护，儿女们可以生活

在同个小区，享受亲情的同时又能

安心工作。小区里配套有养生食

堂，老人们可以订餐，也可以选择

自己做饭，还有活动室和老年大

学，专门的园林和小菜地，供老人

们依据喜好选择。小区的幼儿园

和老人们经常互动，有行动能力的

老人可以去当看护幼儿的义工，想

要工作的老人还能申请养老机构

力所能及的岗位，比如帮忙照顾其

他有需要的人，以老养老。总之，老

人们如常地生活在各式各样的邻居

中间，下楼就有跑来跑去的孩子和

猫猫狗狗，这样便可忘却自己是在

“养老”，和年轻时一样笑看花开花

落，让人生这个“特定”阶段过得一

点都不“特殊”。

未来五年，我国空巢老人将达

1.45亿人，“居家养老”也许才是我

们这一代人养老最好的打开方式，

科技的发展也可以让很多资源线上

共享，居家养老的各种软硬件已经

成熟，创新的各种康养项目落地指

日可待，未来养老，不再是人类难以

解决的烦忧，而是开启更加精彩的

人生“下半场”。

（作者系深圳某企业高管）

你中意哪一种养老模式？

韩和元

2023年，全球哪个经济体的表

现最佳？答案可能令人为之惊讶，

因为这一经济体居然是希腊。

只要一提到希腊，很多人脑海

中浮现的不独是博学的苏格拉底、

亚里士多德，不独是古神话里的宙

斯、赫拉，不独是奥林匹斯、马拉松，

不独是船王……还有就是，这是一

个深陷债务危机的失败国家。该国

曾于2009年末面临严重债务危机，

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

产总值（GDP）的比例达到 12.7%和

113%，远超欧盟规定的 3%和 60%
的上限，是笨猪五国（2010年前后，

国际财经媒体对当时欧洲5个经济

不景气、出现债务危机的国家——

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爱

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西班

牙（Spain）——的贬称，这五个欧洲

国家因其国名英文首字母组合“PI⁃
IGS”类似猪的英文单词“pigs”，故因

此得名）中的一分子。

然而，时过境迁，令人意想不

到的是，昔日的失败国家，如今已

经咸鱼翻身。它不仅提前两年，于

2022年 6月还清最后一笔 19亿欧

元救助贷款，还一跃成为全球经济

表现最佳的经济体。

近日，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

人》公布了 2023 年各国经济表现

的排名。该刊物收集了 35个主要

富裕国家的五项经济和金融指标

数据，即通货膨胀、“通胀广度”

（通胀广度计算的是消费篮子中

价格同比涨幅超过 2%的商品所

占的比例）、GDP、就业和股市表

现，并分别根据这些指标对其进

行排名。结果显示，希腊雄居榜

首，排名第二的则是韩国，美国排

名第三，加拿大和智利则紧随其

后，分居第四、第五。更重要的

是，这是该国继去年之后，再登这

份榜单的榜首。

不独《经济学人》杂志高度肯

定希腊，英国知名经济研究机构凯

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也看好

该经济体。最近，由该机构出具的

一份报告显示：未来两年，希腊的

表现将继续好于整个欧元区经济，

该国的公共债务也将下降。报告

指出，尽管最近一些欧元区国家的

公共财政问题日益令人担忧，但希

腊债务的前景相当光明。经济稳

定增长、大量初级盈余和低利息支

出将使债务比率在未来几年内保

持下降趋势。

事实上，今年 10月，国际评级

机构标准普尔就已经宣布，将希腊

信用评级从BB+上调两级至BBB-
（A-3），将其恢复至投资级。12月，

另一国际评级机构惠誉也上调希

腊信用评级至投资级（BBB-）。这

显示出国际市场对希腊经济积极

发展前景抱有期待和肯定。

那么，希腊何以能咸鱼翻身，

由一个失败之国，蝶变为经济表现

最佳之国？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

需要归功于希腊政府所实施的减

少管制、实施旨在改善营商环境的

结构性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具体

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大幅裁减公务员和削减

政府开支。债务危机爆发的 2010
年，希腊公务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口

总数的 25%，其恶果就是不少公共

部门效率低下，国家财政不堪重

负。随后，希腊采取果断措施，裁

减了40万公务人员，并对公务人员

减薪 40%，政府部门大合并，以压

缩政府开支，提高行政效率。第

二，大规模的私有化。希腊政府通

过希腊共和国资产发展基金的推

动，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资

产的全部或部分私有化，使其取得

了卓越的增长。第三，推行税制改

革，减轻纳税人税务负担。第四，大

力引进外资。事实证明，减少官僚

主义、减少管制、降税和促进企业竞

争的努力，在吸引外国投资者和刺

激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成功。

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

近的一份声明中，不仅赞扬了希腊

“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还表扬了它

“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正是凭

借这些因素，希腊成为了近年来全

球最成功经济体排名中“最不可能

的冠军”。

（作者系广州经济学者）

希腊为何能咸鱼翻身

郑磊

如果2023年是秋冬，那么2024
年就是冬春。冬天已过半，有人已

经一脚踏入春天，夏天不再遥不可

及。在经历了繁荣之后，人们往往

预期繁荣将会继续；而在遭遇挫折

打击之后，又容易悲观泄气。2023
年过去了，很多人在这一年过得不

大如意；2024年姗姗而来，我们依

然需要用信心面对。

2024年，中国经济将进入筑底和

恢复向好时期，没必要唱空。但并不

是说中国经济将会出现U型或V型复

苏，中间出现一些波折也在所难免。

在我看来，2024年的中国经济

筑底和恢复的预期，正如乾卦的初

爻和九二爻辞，或“潜龙勿用”，或

“见龙在田”。“潜龙勿用”对应暮冬，

是人生的蛰伏期，也是厚积薄发的

阶段。对于经济而言，衰退已经触

底，这是低谷时期，实体经济的调整

接近尾声。种种迹象表明，与房地

产、地方政府债关系密切的金融行

业的治理整顿将成为热点。比如银

行、信托、保险、私募投资等。而股

票和债券相关行业如券商、基金管

理等，则有机会做大做强，获得较快

发展。“见龙在田”对应初春，是人生

轨迹出现上升、崭露头角的时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聚

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从传统

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的转换是一个

漫长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关键是

平衡好破立关系，协调好破立的力

度和节奏。“立”主要依靠企业自主

行动，“破”更多来自政策作用，大家

做好应对颠簸起伏的准备。

加大宏观逆周期调控力度，财

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从中央财政

层面加杠杆，统筹地方债务和对扩

大消费给予支持；货币政策需要更

加灵活和宽松，避免短期通缩长期

化。在现有管理体制下，宏观政策

出自多门，难度是协调非经济政策与

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如何加强各个

政策领域的协调性，及时评估政策效

应和纠正偏差做法，是发挥经济活力

的必要条件。

稳预期、稳增长和稳就业，激

活经济活力的关键抓手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稳外资外企，另一方面是

让民营经济在恢复元气的基础上

继续发展壮大。这两方面说过很

多遍了，只有在市场准入、要素获

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切实

落实相关举措，才能逐步见效。加

强产业层面的对外开放，尤其是面

向东盟、拉美、西亚等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各种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

仍有较大施展空间。

社会预期偏弱的局面要改变，

要促进民间投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要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这与之前的提法基本一致。但是，

扭转民营企业家和投资者的预期，

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明确对民营经济

如何看待和对待，需要自上而下地

厘清思路，要明确宣示支持民营经

济的政策将长期执行下去。打通经

济循环的堵点，要处理好低效率部

门与高效率部门的资源错配、财政

负担与人口拐点之间的矛盾。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要依靠

创新科技，即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

术。新型工业化是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必经之路，短期看，数智技术

是实现它的主要工具。举国体制在

发展路线和目标明确的技术领域，

有较明显的效果。但是，也要看到

颠覆性技术主要依靠个体自由发挥

为基础的创新，以及来自基础科学

理论的创新，没有确定的路径和方

法可循，需要个人和企业善于发现

不易察觉的机会，并主动尝试新事

物和充满创新精神。

创新经济是充满活力的经济，

充满活力的经济孕育了创新经

济。高度创新活力需要有推动创

新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文化。在重

点领域的改革应包括想方设法将

本土创新从科技行业扩展到各个

行业，在大力改进教育、激发创新

活力、消除不利于创新发生的制度

等方面有所突破，着力打造能够提

升创新自由度、创新能力以及创新

欲望的社会文化。

2024 年的改革主要落力在稳

定金融市场运行和预期、稳妥处置

金融风险、全面实施稳健审慎的金

融监管。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三

五年时间。金融供给侧改革将率

先在银行、信托、保险、股权投资等

领域展开。中国特色的金融首先

是守住安全底线，注重金融发展的

普惠性，并跟上用科技为金融赋能

的发展趋势和步伐。金融深化改革

和开放的重点是提高支持实体经济

的力度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跨境

投融资便利化水平。

作为融资的主要渠道，股市将

在 2024年有所表现。为解决银行

补充资本金和提升满足新技术型企

业融资需求的能力，金融证券市场

可能出现一波上涨，以实现金融安

全和服务实体经济这两大打造“金

融强国”的必竟之功。金融业将淡

化精英色彩，提高金融科技含量，逐

渐告别传统金融的经营业态。

2024年，建议投资者仍重点关

注科技、大健康、教育、餐饮、休闲娱

乐、新型基础设施、银发经济等主题

投资机会。驱动消费需要有新意，

在健康消费的基础上，数字消费和

绿色消费可能成为新潮流。在新能

源车普及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情

况下，发展智能汽车、智能家居、低

空交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利于

催谷高端消费；文娱旅游、体育赛事

和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快速消费品

仍将继续恢复。消费的另一个着力

点发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

贸易、跨境电商出口的平台类企

业。挖掘消费的潜能和提高投资的

效率需要打破信心低迷和资产负债

表衰退的困局。如观察到打破信心

低谷或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实际有效

举措落地执行，市场有可能出现买

入信号。

（作者系深圳经济学者）

2024年中国经济有望在筑底后恢复向好

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