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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
？

澳大利亚孔保罗
� � � �

自从就业成为问题以来
，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
，

专家
、

学者
乃至政府都一直将它作为一个类似洪水猛兽一样的问题来看

，

而
且都一直是试图彻底杜绝失业

，

而不是利用它来解决社会政治与
经济的发展困境

。

在解决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困境方面
，

人们的
基本做法也是如此

。

可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是用就业问
题做杠杆来化解其它社会问题的

。

中国也不例外
。

以拉动内需为
例

，

经济学家始终在加大政府投资和鼓励人们以当前的储蓄来消
费之外

，

基本上没有任何值得我们注意新的思路
。

令人扼腕的是
，

尽管失业
、

拉动内需
、

社会保障建设都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
，

经济
学家还是鲜有新的思维

。

我们是否应该有新的思维
？

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
，

我们可以更为直率地问
，

我们可否用
就业问题来拉动内需

？

可否以相对资金过剩来化解就业问题
？

可否
利用就业问题使我们在无需政府投资的前提下就建立起一套更为
有效的

“

从摇篮到坟墓
”

的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
？

这是经济学家
、

社
会学家

、

教育学家乃至政府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

实际上
，

在
传统的理论和模式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时

，

除了突破传统的限制
，

我
们已经没有其它的选择

。

一提到贷款
，

就有一些人感到担心
，

因为现在大学生助学贷款
出现了许多赖账现象

。

一些学者也表现出类似的看法
。

他们甚至断
言

，

在中国没有建立起类似西方社会的信用体系之前
，

不可能实施
这种贷款

。

其实
，

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

如果是一个学者
，

尤其是一个
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

，

在没有对西方国家的信用体系和大学生赖
账之前就做这种出推论

，

是极其武断的
、

极其不严肃的
，

也是极不
负责任的

。

实际上在西方社会虽然有信用体系
，

可是赖账的现象也
不少见

。

另一方面
，

即使没有西方的所谓信用体系
，

我们也可以利
用当前的社会问题

———

社会保障的困境
———

来建立起一套安全体
系

，

彻底化解贷款给失业者和大学生所造成的呆账和坏账风险
。

社会保障问题的症结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

，

社会保障都遭遇着巨大的困境
，

即缺
少资金

。

虽然社会保障的开支已经接近
GDP

的
30%

左右
，

可是与
需要相比较

，

还是少得可怜
。

尤其重要的是
，

它是一个资金消耗的
无底洞

，

因此究竟缺少多少资金
，

实际上根本无法计算
。

西方知识
分子惊呼

，

社会保障的危机是一个超级次贷危机
。

遗憾的是
，

一些
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

，

还在东施效颦
，

盲目地沿
袭西方社会保障的模式

。

而在中国
，

社会保障的建设同样也面临着
严重的资金匮乏问题

。

由于资金缺乏
，

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保障非常
薄弱

。

需要指出的是
，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
，

都根本无法彻底解决社
会保障的资金短缺问题

，

因为这种资金的短缺是由于西方社会保
障的基本模式造成的

———

迄今为止的西方社会保障体系
，

实际上
就是一个由部分社会成员的部分当前收入来救济整个社会的全部
成员

，

而救济是没有底线的
，

是一个资金消耗的无底洞
。

在这样的
情况下

，

西方式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在构建的初期就需要海量的
资金

，

在建立起来之后也是需要巨大而无限的资金来维持的
。

社会就业贷款保障
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

，

预支工资给失业者和大学生
，

可以从
根本上化解社会保障体系的困境

。

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
，

社会保障
体系就无需再对大学生及其失业者实施社会救济保障

，

而只需要
对其中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士实施社会救济保障

（

根据联合国的伤
残人士统计标准

，

这种人不会超过人口的
5%

），

因此社会保障体系
就可以节约巨大的经费

。

而且获得社会就业贷款
、

预支工资的大学
生和失业者越多

，

则社会保障体系节约的费用就越大
。

另一方面
，

社会保障体系本身就是一个由一个强制性的收费
体系和一个责任性的付费体系组成的系统

。

这两个系统都可以也
必然覆盖每一个社会成员

，

因此没有任何人可以赖掉社会保障的
债务

。

而且如果发生赖债情况
，

社会保障也不会吃亏
，

因为赖掉社
会保障债实际上也就是赖掉了自己的社会保障

。

所以社会保障体
系本身就是一个资金周转的安全保障平台

。

在这一平台上贷款给
大学生和失业者

，

不会产生任何呆账和坏账所导致的问题
。

所以
，

只要对贷款给大学生和失业者的模式进行改革
，

使之在
社会保障体系的安全平台上实施

，

则呆账和赖账问题都可以得到
完美解决

———

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
，

预支工资给大学生和失业
者

，

并不会产生呆账和赖账问题
。

尤其重要的是
，

社会就业贷款保
障及预支工资给大学生和失业者

，

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保障
。

所以实
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和预支工资给大学生

，

也就是建立起了一种
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

。

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
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

，

预支未来的工资
，

必定会导致人类社
会的一次根本性变革

，

对中国而言更是如此
。

因为它将可以使中国
在无需政府投资的情况下

，

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
。

这种
社会保障体系的保障范围

、

标准都远远胜过目前西方社会保障体
系

。

同时
，

它又可以解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困境
：

一方面极大地
拉动内需

；

另一方面则可以非常安全地消化中国金融体系目前的
数十万亿相对过剩资金

。

此外
，

它还会使家庭收入结构发生根本性
变化

———

由于大学生从已进入大学就可以预支未来的工资
，

因此
大学生从进入大学开始实际上就进入了就业状态

。

这可以使家庭
经济收入与支出的结构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

———

大学生读大学也
就是就业的开始

，

因此大学生无需父母的支撑
，

这可以使父母的负
担大大减轻

；

同时大学生的工资收入还可以反过来帮助家庭
，

因为
大学生所预支的是未来的工资

，

而不是生活津贴
，

这种工资完全可
以维持他们的正常生活

。

这对于经济相对拮据的家庭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

，

尤其是对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家庭
。

我们甚至于可以在一定
的意义上这样说

：

预支工资给大学生
，

将会立即改变部分农民家庭
的经济情况

。

此外
，

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
，

预支工资给失业者
，

还会使人
们再也无需担心失业

，

因为失业也可以预支未来的工资
。

这对于雇
主关系的调整

、

就业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
。

还需要指出的是
：

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
，

预支未来的工资给大学
生和失业者

，

实际上就是让人们以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
，

未来收入
不足以自我保障者

，

则可以获得比现在西方社会保障更为全面和
高标准的救济保障

，

因此它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基本
社会公平原则

———

各取所需和各尽所能
。

所以它必将导致人类社
会的一次空前伟大的进步

。

对中国社会而言
，

更完全可以说是一个
社会发展的里程碑

。

� � � �人类历史自出现国家以来，就伴随着

大国的兴衰更替。 追溯历史，如果用人均

GDP

来衡量，

700

年前的中国是地球上最

富最发达的国家。大约在公元

1000

年，中

国人改进了磁铁罗盘并用于航海； 公元

1045

年，中国人毕昇开始了活字印刷术。

当时开封是中国的中心， 也是世界的中

心。 在宋代，这里是首都，有上百万的人

口，相比之下，伦敦仅有

1

万

5

千人。

为什么辉煌如过眼烟云？为什么在历

史长河中， 中国没能保持领先者的优势，

反而被欧洲国家赶上，而且两者之间的距

离在

200

年前开始越拉越大？虽然近代中

国的仁人志士从

19

世纪

60

至

90

年代洋

务运动开始就为国家的复兴付出不懈的

努力，为什么他们以失败告终，而只是到

了共和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中国与

发达国家的差距才开始收敛？

今天全球都在关注，这种收敛的势头

能否持续？ 中国人能否重返富国之列？

研究显示，在

19

世纪早期，中国

GDP

的总量大约占世界的

30%

， 到了

20

世纪

初，该比例迅速跌到

13%

，到了

30

年前改

革开放的前夕，甚至还不到

5%

。改革开放

30

年后的今天， 这个比例又回升到大约

15%

。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以

GDP

总量衡

量的中国经济业绩主要是由于众多的人

口（目前是

13.2

亿）。 中国人口在

19

世纪

初是世界的

1/3

，

20

世纪初是

1/4

，现在大

约是

1/5

以下。 然而就人均

GDP

而言，今

天的中国仍然处于全球平均水平以下。可

见，即便是与自己的历史地位相比，中国

还有相当的距离。 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

醒的头脑。

2006

年， 世界

GDP

排名前三位的国

家是美国（

13.8

万亿美元）、日本（

4.3

万亿

美元）和德国（

3.3

万亿美元）。 中国以

3.2

万亿美元超过英国的

2.8

万亿美元，位居

世界第四。 然而，中国

GDP

总量后面掩盖

了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巨大贫

富鸿沟。 因此，当人们在前进道路上庆祝

胜利的时候，同时也必须看到所面临的挑

战。 这种趋势如不扭转，则意味着扩大内

需的良好愿望多半只能是愿望而已。

2008

年度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

格曼有过一句诙谐但意义深远的话：“生产

力什么都不是，但是从长期看它几乎什么都

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道格拉斯·诺

斯指出：“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反映了生产

效率的提高，才是财富增长的真正源泉。”

如果说提高人均收入对经济发展至

关重要，那么人为扭曲的收入差距将使经

济雪上加霜。因为消费的不足最终会制约

经济增长。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

醒过人们： 牛奶倒在海里只是危机的表

象，深层的原因是劳工的贫困，不论是在

绝对还是相对的意义上。这是逻辑推理的

使然。 在经验世界中，如果人们暂时看不

到供应过剩的表象， 弗拉基米尔·列宁在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一书

中的解释是： 市场从国内扩展到了国外，

如果还有国际市场的话。这是列宁对马克

思理论贡献的核心所在。 借助他们的逻

辑，可以推出什么？ 就中国经济的目前重

出口轻消费的结构而言，内需不足的深层

原因是劳工收入的增长速度与其生产力

增长的速度不相匹配，这时如果国际市场

出现紧缩，中国经济势必加剧供大于求的

矛盾。 目前中国出口额占

GDP

比重已从

2001

年的

20%

迅速增长到今天的

40%

以

上。

2008

年全球金融风暴的一个教训是，

虽然国际市场是存在的，但是部分是被虚

拟的“财富效应”夸大了。尤其对转型经济

的大国而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内需的

重要性凸现，必须警惕国家资本主义幽灵

的出现。

13

亿人的市场内需不足的深层

原因是，在工业化的大潮中，几亿农民工

及其他们的家属在创造了巨大产出之后，

他们自己却未能获得与工业化进程相匹

配的经济和政治权利，未能转化成城市居

民，产生有效需求。 在人均

GDP

达

3

千美

元阶段，世界平均城市化率是

55%

；而中

国目前只刚过

1/3

。根据克鲁格曼的计算，

中国目前依然是相对贫穷的国家，中国工

人平均工资只是美国工人的

4%

，与

1975

年的韩国类似，即使墨西哥产业工人的工

资也是中国工人工资的

3

倍。

可见，在致富的马拉松赛跑上，让中

国民众进入世界上富国之列，我们还有很

长的路要跑，我们还面临诸多挑战，包括

在国际层面理顺国内外市场，在国家层面

缩小城乡差距、加强反垄断以及在企业层

面增强公司的自主能力。 如果说，制度安

排或是利益的冲突或是利益的妥协，前者

为恶性，后者为良性，那么从长远计，上述

问题的最终出路， 或者说是更有效的方

法，不是个人的愿望，而是切实进行以人

为本、 权力和利益合理制衡的制度安排。

良好的制度安排才是实现良好愿望的可

靠的保障。

(

摘自
FT

中文网
)

中国重返富国之列路还很长
北京大学教授傅军

美国经济前景正反观
东方证券闫伟冯玉明

� � � �

雷曼破产引发全面金融危机一周年
之际

，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布鲁金斯学会
演讲时首次作出谨慎而乐观的表述

，

认为
经济衰退结束在望

。

根据
Bloomberg

经济预测数据显示
，

各机构对于三季度美国经济环比回正
，

触
底回升的预期正在增强

，

三季度美国
GDP

环比增幅的平均预测值达到
2.2%

，

少数
较高的预测达到了

3-4%

之间
。

支撑伯南
克谨慎乐观表述以及各机构上调经济增
长预期的背后因素是近期经济数据的积
极表现

，

领先指数
、

新屋开工
、

零售销售以
及工业产出与产能利用率数据的恢复似
乎让人们看到了经济走出衰退触底回升
的曙光

。

8

月美国新屋开工量环比递增
1.5%

，

年化为
59.8

万套
，

达到
9

个月以来高点
，

较
4

月份时的最低点已回升近
25%

。

当月
独栋住宅开工量在连续

5

个月的增长后
首次出现环比

3%

的回调
，

而公寓住宅开
工量环比递增

25.3%

弥补了独栋住宅开工
量下降的缺口

。

新屋开工许可当月环比递
增

2.7%

，

年化为
57.9

万套
。

另外
FHFA

房
价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小幅递增

。

美国
8

月份零售销售额环比递增

2.7%

，

是
2006

年
1

月以来最大单月增
幅

，

远超此前市场预期的
1.9%

。

其中最主
要的拉动因素就是政府的汽车以旧换新
补贴政策

，

汽车销售环比递增
11.9%

。

扣
除汽车销售激增因素

，

零售环比递增
1.1%

。

8

月零售数据带有较大的特殊性
，

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至
8

月
25

日已经
结束

，

政府补贴拉动内需的政策不具有可
持续性

，

同时与去年同期相比同比仍有
5.3%

的降幅
。

8

月是传统返校消费旺季
，

并未给零售商带来惊喜
，

从而也部分打击
了零售业对于圣诞消费的预期

，

预计美国
内需的整体走势仍将维持低迷

，

消费需求
仍将保持谨慎

。

8

月份美国领先指数连续第
5

个月
环比回升

，

一致指数和滞后指数在保持低
位稳定

。

当月推动领先指数上行的主要因
素有长短期息差扩大

、

供应商供货周期
短

、

股票市场持续上扬
、

新屋开工许可递
增以及消费者预期指数改善

，

同时
M2

货
币供应和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仍然成
为负面因素

。

积极因素中
，

长短期息差扩大和股市
上扬是最主要的推动力

，

长短期息差扩大
被视为投资者长期出借资金意愿回升

，

部

分投资者重新愿意承受长期投资风险显
示出对未来经济复苏前景的信心

。

一般认
为领先指数预示未来

3-6

个月的经济走
势

，

由目前领先指数的趋势市场可以得出
对第四季度以及明年一季度经济的较乐
观预期

。

美国三大股指自
3

月以来强劲回升
，

虽然市场始终存在需要调整的预期
，

但上
行的趋势仍然延续

，

推动上升的主要动能
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分析

。

宏观
层面是对经济复苏信心的不断增强

、

风险
意愿回升以及基准利率降至历史低位等
几方面因素的反映

；

而微观层面主要是受
企业盈利好转预期的拉动

。

需要指出
，

如果单从美国本土企业的
盈利能力来看

，

今年二季度盈利回升力度
明显小于一季度

，

并且金融企业的上半年
的盈利恢复明显强于非金融企业

，

而结合
我们此前对主要金融机构上两季度财报
的分析可以看到

，

金融企业盈利回升背后
有很强的政府扶持因素

，

非金融企业盈利
回升相对显得有些乏力

。

企业盈利回升将
成为美国经济走出衰退

、

并支撑资本市场
保持活跃的重要基础

，

但同时也将面对几
方面的负面因素影响

：

低劳动力成本不利于消费复苏
。

当下
企业得益于连续走低的劳动力成本获取
了必要的盈利空间

，

这是在经济衰退状态
下劳动力为保住工作岗位的必然选择结
果

，

但薪酬长期处于低水平不利于消费需
求的回升

。

在最近的个人收入数据中我们
已经观察到私人部门薪酬收入首度环比
增长

，

目前尚难判断这一现象能否延续
，

薪酬收入与企业盈利同步回升能有效提
升收入预期和消费意愿

。

信贷获取和资金回笼仍然紧张
。

虽然
资本市场活跃度上升

，

企业直接融资的可
能性增加

，

但普遍的信用评级下调增加了
直接融资成本

，

而间接融资的银行信贷仍
然收紧

，

同时应收款等资金回笼周期拉
长

，

下游客户拖延付款或无法付款的现象
较为严重

，

这些因素给企业的资金面造成
较大压力

。

政府财政支出仍是重要推动力
。

政府
的一项购车补贴政策在零售

、

订单
、

生产各
个环节都体现了较大的拉动效用

，

金融企
业的盈利更是与美联储流动性工具直接相
关

，

随着财政赤字的攀升
，

政府支出的空间
不断受限

，

离开大力度的财政刺激因素企
业盈利能否继续保持回升存在疑问

。

G20

峰会
：

全球领导人面临新挑战
克里斯

·

贾尔斯
(Chris Giles)

� � � �本周，当

20

国集团

(G20)

领导人在匹

兹堡聚首———这是他们一年内的第三次

会面，全球经济恢复了增长，股市已收复

大部分失地，有关萧条即将来临的传闻也

已销声匿迹。如果与会者认为自己经受住

了考验，是情有可原的。

市场人气和经济数据均有所改善，

但决策者远未感觉到欢欣鼓舞， 过去一

年的经历和避免危机重演的愿望， 让他

们变得更为冷静。 他们也清楚，一个出人

意料的阳光灿烂的经济春天， 不能保证

一个火热夏天的来临， 更遑论未来几年

的风调雨顺。

此次峰会与今年

4

月份的伦敦峰会形

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各国领导人满足于大

摆姿态， 想方设法地要求把规模大得不可

思议的资金用于应对危机。 如今，

20

国集

团的关注焦点变成了如何清理乱局以及坎

坷不平的预防危机的过程。 该组织实际上

已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全球经济决策论坛。

当时，各国团结一致；而如今，各国又再规

划自己的道路。统一行动的难度将加大，在

有些方面，必要性也将有所减弱。

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恢复

增长。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德国和日本经

济开始扩张。银行信贷和基础设施支出的

飙升，将中国年度增长率推升至

7.9%

。 上

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美国的衰退

“很可能已经结束”； 英国央行行长默文·

金则宣布：“有迹象表明，第三季度（英国）

经济已恢复增长。 ”这些积极的迹象，使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

斯

-

卡恩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全球经济似

乎正最终从我们所经历过最严重的经济

低迷中复苏。 ”这表明，在不到

6

个月的时

间里，情况有了巨大的改善。 信心的崩溃

得到了阻止， 一种正常的心态正取代恐

慌。 然而，尽管全球经济正从自上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的首次萎缩中复苏，决

策者决不能放松警惕。

首先，增长的恢复尚未蔓延至最贫穷

的地区，这些国家和人民与此次危机的根

源毫无瓜葛，却遭受到了与其它地区同样

严重的影响。

IMF

预测，低收入国家今年

的表现，将不及

3

月份时该机构预期的水

平，因为贸易、汇款、外资以及援助都低于

预期。 世界银行估计，此次危机又把

9000

万人推入了“极度贫困”状态，每天的收入

不足

1.25

美元。

甚至在一些大型发达国家，挑战也几

乎同样严峻。 尽管衰退已经结束，但几乎

没有预测者认为，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增

长速度将达到足以减少失业的程度。迄今

为止，全球增长仍依赖于财政刺激以及企

业补充枯竭的产品库存，而非活跃的私人

消费或投资。

一些财政注资行动已经结束。美国和

德国的“旧车换新车”计划已经终止；英国

正准备在岁末年初之际，将财政刺激占国

民收入的比例减少

1%

。 这些措施都可能

使暂时支出从经济中退出，从而中止经济

的复苏。 但最让决策者担心的，是阻碍健

康复苏的一个较长期障碍。 在经济危机

中，政府预算一直首当其冲，因为税收以

惊人的速度减少， 而公共支出却不断上

升，以限制经济衰退造成的损害。

到

2010

年， 预计

G20

各国的政府赤

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将从危机前

的

1.1%

飙升至

6.9%

。

IMF

预测，

G20

发达

成员国债务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将从

2007

年的不到

80%

， 升至

2010

年的

110%

，这引发了这样的担心：即全球储蓄

将被用于保障政府的偿付能力，而不是为

新的生产性投资提供融资。

综上所述，这些因素让经济学家无可

置疑地认为：丧失的大部分产出和就业并

非仅仅暂时闲置，它们将永久地丧失。 失

业人员的技能将出现退化，一些本来能够

存活下来的公司已经破产， 资本———厂

房、机器和建筑———将被废弃。

弄清楚有多少产出永久性丧失的难

度很大，这对决策者构成了一个可怕的挑

战。他们应如何下令取消非常规的金融干

预、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 他

们又该从何时开始？

G20

财长本月已达成一致意见，将维

持扩张性的政策 “直至出现可靠的复苏”

———但他们未能解释持久性复苏的定义。

从单个国家的角度来看， 他们明白，

过早行动可能会令本国经济重新陷入衰

退。 但如果让宽松政策持续过长时间，发

生另一种灾难的风险将会上升。银行可能

会对它们目前享受到的大量政府担保产

生依赖，再次承担过度的风险。 遭受打击

的公共财政状况，可能会令债券市场感到

不安，以至于他们把借钱给政府视为一项

绝对的高风险业务，并为此收取高得多的

费用。如果家庭对政府管理资金的做法丧

失信心，通胀有可能会再度抬头。

作为整体，他们意识到，全球经济很

容易就会退回到严重贸易失衡的模

式———美国和英国在消费和借贷，而与之

对应的是，日本、德国、中国以及沙特阿拉

伯和俄罗斯等国在生产和储蓄。 不过，与

过去

10

年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 美英两

国将是公共部门在举债，而并非家庭为进

行消费而借贷。

当以次贷形式借给美国私营部门的

新贷款状况恶化，全球贸易失衡模式被证

明是不可持续的。 同样，与日俱增的财政

赤字也无法维系长久的复苏。

（

摘自
www.ftchinese.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