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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收入何其多

为人保险者莫走险路
木木

� � � �

金庸笔下的主角命都比较好
，

不
是机缘巧合得到了人人梦寐以求的
“

天书
”，

就是获得世外高人的垂青
，

倾
囊相授甚至是倾命相授

，

即使得了怪
病

、

绝症的
，

也往往能化险为夷
、

因祸
得福

，

反正最后都能练得一身的绝世
武功

，

年纪轻轻就扬名天下
。

看得出
来

，

每每写到此处
，

金老侠客总是欣欣
然不忍辍笔

；“

金丝
”

们每每读到此处
，

亦熏熏然如饮佳酿
，

不忍辍口
。

中国人喜欢走捷径的劲头儿
，

由
此可见一斑

。

不但当官
、

读书
、

讨生活
，

往往梦想寻得终南捷径
；

即便化外的
和尚

，

念经
、

敬佛
、

敲木鱼
，

也时时希望
一朝顿悟

，

鸡犬升天
。

但造化弄人
，

历
史经验却又屡屡证明

，

在这个世界上
，

少有捷径
。

可是古往今来
，

抱定
“

虽九
死其犹未悔

”

的心气儿
，

满世界搜寻
捷径的

，

真如过江之鲫
。

其结果
，

往往
闯来的是一条险路

、

死路
。

而少数依
着聚沙成塔

、

循序渐进
“

笨方法
”

的做
事者

，

倒往往能够迎来豁然开朗的一
片新天地

。

喜欢走捷径的
，

在当下保险业里
也是大有人在

。

虽然按照官方教科书
上的理论

，

保险业是风险保障的提供

者
，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安全阀
，

安全
性的是其一切经营活动的基石

。

但
是

，

这些为别人
、

为社会提供风险保
障的人

，

一旦在现实中运作起企业
来

，

本本儿上的条条框框就马上抛到
九霄云外去

，

个个儿喜欢剑走偏锋
。

而剑走偏锋
，

虽或能赢得一时的快
意

，

但也往往给企业
、

行业发展埋下
“

地雷
”。

就以保险业的
“

投连险疯狂
”

为
例

，

其发病已非首次了
，

每当资本市场
火爆起来后

，

总有些人看别人挣钱眼
红

，

耐不住寂寞
，

也急吼吼地闯去捞一
把

，

而忘了自己的身份和责任
。

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
，

2007

年
，

正
是资本市场炙手可热的时候

，

在某
“

新
贵

”

公司的投连新品发布会上
，

就新产
品的风险问题

，

公司某高管自信满满
地说

，“

这个产品的风险
，

我们可以控
制在极低的水平上

。

当投保人股票账
户的风险足够大的时候

，

我们可以把
其投资资金随时转入其他高收益的

、

安全的账户
；

当证券市场走好的时
候

，

我们又可以随时把资金转回来
。

这样
，

我们不但替投保人有效控制了
资金风险

，

而且还能使其获得超出预

期的收益
。 ”

理论上
，

该高管的算盘确实拨弄
得无懈可击

，

投保人大可放心购买
，

然
后回家睡大觉

，

等着数钱
。

但高管们却
没有告诉投保人

，

按动账户划转触发
键的那只手到底是从哪个皮袄袖筒里
伸出来的

。

现实是巴菲特并未满天飞
。

但历
史的吊诡之处即在于

，

明明殷鉴不远
，

可总有后来人相信自己偏能跳出规
律

，

一伸指天画地的胸襟
。

随着一些大
卖投连险的公司保费规模

、

市场排名
的突飞猛进

，

不但这些公司的信心膨
胀

，

而且也裹胁一些
“

好孩子
”

加入到
抢夺市场份额的

“

闹剧
”

中
。

当然也有例外
，

比如招商信诺人
寿保险

。

名副其实的
“

小不点儿
”，

今年
前三季度的保费规模尚不足

6

亿元
。

但公司对保险本职的专注
，

使其发展
质量

、

偿付能力堪比任何一个大公司
。

其不求规模
、

深耕细作的作风
，

也赢得
了整个行业的尊重

。

再比如新华保险
。

在许多著名的
聪明人纷纷加大投连险等产品的开
发

、

营销力度的大环境下
，

面对市场诱
惑

，

新华保险倒颇有些
“

入定老僧
”

的

风范
，

在市场排名
、

市场规模
、

知名度
等指标被超越的情况下

，

仍坚守既有
的发展策略

，

稳扎稳打
，

即使其间爆发
了震动一时的

“

关国亮事件
”，

公司的
发展方向也未因此发生漂移

。

到今年
9

月份
，

在失去
2

年又
8

个月后
，

新华保
险重回寿险市场

“

老四
”

的位置
（

距
“

老
三

”

不过仅有
10

亿之遥
）。

而此时
，

当
年的明星们正在为当年的冒进而痛调
结构

、

狠抓风险
。

规律终归要发挥作用
。

事实再一
次证明

，

做企业
、

做事业
，

来不得半点
取巧之心

。

尤其作为社会经济
“

安全
阀

”

的保险业
，

更不能心存侥幸
，

履危
涉险

，

拿别人的钱练自己的手
。

当投
保人

、

被保险人都觉得不踏实的时
候

，

整个行业
“

做强做大
”

就成了一句
空话

。

虽然从目前情况看
，

保险业调
结构

、

控风险取得了一定实效
，

但为
了保证行业不接二连三地掉进同一
个泥淖

，

显然还需要推出一些更为具
体的应对措施

。

煤老板闻风卖矿
根在政务透明度差

毕晓哲
� � � �

据媒体近日报道
，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
化产业厅等部门正在联合调研

，

以制定煤
炭业重组的具体政策

。

部分中小煤矿担心
煤改风暴

，

欲将手中煤矿卖掉
，

而省内的
一些大型煤炭企业则闻风而动

，

盘算早日
跑马圈地

，

抢得先机
。

所谓的一个
“

拟
”，

也仅仅是有关政
策制定部门在考虑而已

，

而且该省重组
煤矿的工作尚未实施

，

为什么一些小煤
矿老板就

“

坐不住了
”，

纷纷要将手中的
煤矿卖掉呢

？

当然
，

对于未来的收益和损失情况
，

及早未雨绸缪
、

防患于未然
，

是每一个商
家的理性举动

。

商家永远是趋利的
，

如果
一项新的举措可能对他们造成更大的损
失

，

他们一定会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

譬
如迫不得已

“

甩卖货物
”

等等
。

事实上
，

当地煤老板们有着这种近似
于

“

疯狂
”

的闻风卖矿行为
，

也不能完全怪
商家过于敏感

。

总体而言
，

每一次重组或
整顿

，

部分老板受益但也不能否认的确有
大量小煤矿老板

“

血本无回
”。

以山西省正
在进行的煤矿重组整治风暴来看

，

部分煤
矿投资者其实是不太情愿的

、

也是
“

吃了
亏的

”。

按照山西省煤炭企业重组规划
，

这

些被迫重组掉的小煤矿补偿评估分三部
分

：

固定资产
，

如地面建筑
、

矿井设备投入
等

；

已缴纳矿山资源费的补偿返还
；

其他
损失补偿

。

除了固定资产评估上的分歧
外

，

煤老板们普遍对矿山资源价款补偿反
映强烈

，

这就是利益无法得到有效弥补和
保障的反映

。

煤老板不是
“

傻子
”，

他们会
核算是让重组掉合算还是提前卖掉更合
适

，

因此
，

出现闻风卖矿行为实是必然
。

但是
，

一个
“

拟
”

重组的传言
，

就将当
地的小煤矿老板

“

吓
”

成这样
，

政府部门应
该反思

。

首先是应该反思反思政务信息的
公开透明与否

。

实际上
，

如果政府政策政
务信息是公开透明的

，

经营者能够经营多
少年

、

获得什么收益也是可预期的
，

煤老
板们自然会多一些理性

，

也不至于
“

临时
抱佛脚

”

突击卖矿
。

另外
，

对于决策和举措
的连续性也应该增强

，

更不要因决策过于
随意

，

而让经营者们对公权
、

公权行为造
成

“

惶惶不可终日
”

的现状
。

看来
，

如何最
大限度维护投资者利益

，

应该引起有关方
面重视了

。

迪拜事件预警中国地产泡沫神话
姜山

在全球市场为摆脱金融危机而欢欣
鼓舞之际

，

迪拜世界的债务违约事件给
予了过度兴奋的投资者重重一击

，

尽管
仔细分析后可以发现

，

这一危机对全球
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与去年的雷曼倒闭并
不可同日而语

，

但其中也的确隐藏着不
少具有启示性意义的深刻教训

，

值得认
真总结

。

作为主权基金
，

迪拜世界的规模并
不算小

，

这次违约是自
2001

年的阿根廷
债务危机以来

，

最大的主权债务违约事
件

。

迪拜世界的主要投资方向在于地产
和旅游业

，

由于富庶的中东地区囤积了
数以千亿计的美元

，

大量的富商聚集使
得迪拜成为了全球顶级奢华的代名词

，

摩天大厦和超五星级酒店鳞次栉比
，

商
业房地产价格自

2003

年以来出现飞升
，

吸引了更多的逐利资金进入迪拜寻求增
值机会

。

但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外资大规模流
出和货币贬值成为迪拜世界危机的导火

索
，

商业房地产价格开始大幅下降
，

资金
的流动性出现严重短缺

，

迪拜世界最终
难以承担巨额到期债务

，

提出了延期偿
付的申请

。

有分析预计
，

接下来由于迪拜
世界将被迫处理手中的大量商业房地产
资产

，

本已在此次金融危机之中遭遇严
重打击的房地产市场将会雪上加霜

，

一
些在商业房地产中有大量投资或者放贷
的基金亦或银行将面临严重的损失

。

鉴于雷曼兄弟倒闭的前车之鉴
，

阿
联酋政府不会放任迪拜世界倒闭

，

让其
成为新的金融危机引爆器

，

这一点从上
周末阿联酋央行以及阿布扎比主权基金
的相关表态中可见一斑

。

而迪拜世界自
身也并不具备如大型金融企业一般的连
锁破坏性

，

只要处置得当
，

即便相关的债
权人和股东会遭遇到一定程度的损失

，

但并不会导致其他的金融企业遭遇多米
诺骨牌式的崩溃现象产生

，

一些认为迪
拜世界债务危机将是第二波金融风暴开
始的想法看起来有过度悲观的嫌疑

。

然而
，

迪拜世界的债务危机凸显了
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也给中
国的房地产市场敲响了新的警钟

。

自
2000

年以来
，

中国的房地产跟随城市化
进程和住房货币化的脚步

，

在大量资金
涌入的带动下出现了迅猛上涨

，

其中虽
然间或有所回调

，

但均未能形成实质性
的负面影响

。

2007

年政府虽然出台了一
系列限制政策力图阻止房价过快上涨

，

但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到来后
，

这些
限制早已悄然淡出

，

而为了保证实体经
济的恢复

，

去年年底对于房地产市场更
采取了多项扶持措施

，

在大量信贷投放
和政策鼓励下

，

中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
大型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在

2009

年创出
新高

，

新一轮的房地产泡沫正在悄然放
大

。

虽然有人认为诸如上海这种大城
市

，

在城市化进程和人口红利结束之后
，

仍然会因其成为外地资金的流入地而保
持高房价的水平

，

但迪拜世界所遭遇的

危机无疑给这种想法以沉重一击
。

所谓
人力有时而尽

，

过度依赖于外部资金而
非本身实质性需求的市场是非常脆弱
的

，

一个美丽而虚幻的肥皂泡终究会遇
到破灭的时候

，

这种泡沫吹得越大越持
久

，

在破灭时所形成的冲击和破坏力度
就越强

，

其不利后果也就会越难以挽回
。

当中国的经济成长遇到瓶颈而无法突破
之时

，

单单依靠资金推动的房地产巨人
就会难以支撑其庞大的身躯

，

最终面临
轰然倒地的命运

。

因此
，

如何做到未雨绸
缪

，

尽早地抑制房地产泡沫
，

使其控制在
适当的水平

，

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
消除

，

应当是有关部门在实体经济逐步
稳定发展之后所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重
要问题

。

（

作者系东航金融注册金融分析师
）

央企为何
热衷衍生品投机

周义兴
� � � �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在
新一期

《

学习时报
》

发表文章指
出

，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底
，

６８

家
央企涉足金融衍生品业务浮亏
１１４

亿元
。

他指出
，

央企金融衍生
品业务发生的巨额亏空和损失

，

教训深刻
。

究其原因
，

企业追逐高
额利率套利投机是要害所在

，

另
外

，

违规越权操作
、

风险控制不
力

、

内控机制不健全等原因也值
得深刻反思

。

对此
，

在分析央企偏好金融
衍生品投机原因问题上

，

或许正
如国资委副主任李伟所说

，

其中
有违规越权

、

风险控制不力
、

内控
机制不健全等多种原因

。

应该承
认这些分析是客观的

。

然对此笔
者同时也认为

，

造成央企对金融
衍生品业务投机嗜好还有一个重
要成因无疑应该是

———

监督失效
与权责失衡

。

首先就央企现有体制看
，

众
所周知

，

对在有效监督制度缺位
前提下的投资行为

，

在投资经营
业界早有一段名言

：

拿别人的钱
为别人办事

，

既不讲效益也不讲
节约

；

拿别人的钱为自已办事
，

会
不讲节约而只讲效益

；

而只有拿
自已的钱为自已办事

，

才会既讲
节约又讲效益

。

假如我们承认这
段名言正确

，

并据此对央企的相
关投机行为进行分析

，

那就显然
不难发现

，

在当前央企考核环境
下

，

如果相关的央企拿着国有资
金从事投机行为

，

一旦在市场能
够幸运地取得成功

，

那相关的央
企官员或许不但不会因为自已的

投机行为受到责难
，

相反还可能
取得功成名就的结果

。

而倘不幸
失败

，

想除了中航油
（

新加坡
）

公
司的陈久霖因触犯当地法律而受
处罚外

，

其他在国内
，

社会公众
似乎并没有见到央企官员因违规
从事金融衍生品投机而受到处罚
的消息面世

。

这说明了什么
？

至
少在笔者看来

，

如此央企投机行
为的存在

，

应该就是一种
“

拿别
人的钱为自已办事

”

体制缺陷
下

，

所产生的必然恶果
。

而根本
原因则无疑是国有财产真正

“

主
人

”

监督的缺位
。

其次以央企现有的权责关系
看

，

想其实从这次
６８

家央企浮亏
１１４

亿元的事实中可以看出
，

能够
动用如此之大的巨额国有资金且
从事的是金融衍生品投机交易

，

而
且还是违规越权行为

。

所以在此条
件下

，

也许社会公众忍不住想问的
是

，

既然这些央企的投机行为已经
违规越权

，

那相关的责任人现在在
哪里

？

又是否已经承担了责任
？

而
承担的又是怎样的责任

？

而如还没
有追责

，

那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

这
又是否也是国资委作为监管机关
的失职

？

想这
，

无疑是国有财产的
主人

，

也就是全体国民有权了解
，

并同时也是国资委有义务向社会
公开的公共事项

。

所以
，

面对
６８

家央企从事投
机交易而浮亏

１１４

亿元的事实
，

想对相关监管机关来说
，

应该
，

也
有义务要好好找一找其中为什么
会

、

为什么能
、

为什么敢的根本原
因

，

并就此进行一番反思才是
。

提高劳动所得
不能纸上谈兵

舒圣祥
� � � �

年终将至
，《

人民日报
》

记者
在探访了不同人群生活状态后指
出

：

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
的比例过低

，

不同群体之间的收
入差距仍在拉大

，“

干得多
，

挣得
少

”，

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
质量的提高

。

下一步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的关键

，

是以工资改革为
核心

、

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
中的比重

，

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
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

提高
劳动所得势在必行

。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

居民消
费能力不强

，

居民生活质量不
高

———《

人民日报
》

的记者调查给
我们展现出的无疑正是这样的图
景

。

事实上
，

这已经算不得
“

新
闻

”，

而近乎一种常识了
。

反映到
公众生活经验上

，

其实就是
“

什么
都涨

，

唯独工资不涨
”，

反映到统
计数据上

，

问题则更加直观
：

2008

年中国居民消费率
（

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
）

为
35.3%

，

美国为
70.1%

，

印度为
54.7%

。

中国居民
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

，

也低
于发展中国家

。

确实
，

当人们在年终盘点收
入的时候会发现

，

试图通过付出
更多劳动来提高收入

，

正变得越
来越难

。

而与此相关的
“

硬币另一
面

”

则是
：

想要致富就不能不眼红
快钱

———

如果没有安阳彩民买彩
票中三亿的运气

，

至少也得炒炒
股炒炒楼想要致富就不能转走捷
径

，

有丁点儿权力都想要变现为
个人利益

，

有丁点儿机会都想要
通过公关致胜

，

甚至于想要致富
就不能不

“

狠一点
”———

只要能赚
到的昧良心也要去赚

，

只要能搞
到的犯点法也要去搞

。

面对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
实

，《

人民日报
》

的报道看到了
“

劳

动所得
”

与
“

资本所得
”

的巨大差
距

，

提出应该在初次分配中提高
“

劳动所得
”

比例的观点
。

虽然这
样的关切初衷很好

，

但在市场经
济的环境下

，

如此简单地评述提
高劳动所得多少有点

“

纸上谈
兵

”。

企业职工的工资
，

岂是谁能
随便

“

勒令
”

上涨的吗
？

几十年前
我们批判

“

万恶的资本家
”

那一
套

，

注定是没有用的
。

虽然确实有很多
“

血汗工
厂

”，

虽然确实有很多黑心老板
，

但在提高居民收入
、

提高居民消
费率的大问题面前

，

在所谓
“

国民
收入倍增

”

之路上
，

提高劳动所得
不仅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大关键

，

更不是最可操作的问题领域
。

比
如

，

在公共福利保障上的福利兜
底和福利倍增

，

就要远比提高劳
动所得更为可行

。

住房
、

医疗
、

教
育

、

社保等方面公共投入的增长
速度

，

远远不及财政税收的增长
速度

，

如果能强力压缩
“

三公消
费

”

节省行政开支
，

能将国有企业
每年上缴的红利更多用于提高国
民福利

，

人们在年终盘点生活也
许就不会那么叫苦了

。

再比如
，

一些利润丰厚领域尽
被国企垄断经营

，

左手拿财政补
贴

，

右手向公众涨价
，

不仅造成
“

一
年到头尽为垄断巨头打工

”

的公众
悲叹

，

更严重伤害了市场竞争
，

遏
制了更多高收入岗位的市场供给

；

再有
，

4

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
5

万
亿新增贷款能给提供多数就业岗
位的私企多分一点羹

，

土地财政与
高企房价能够得到更有力控制

，

个
税制度能够在平衡穷富方向进行
完善

，

工会组织能够更健康地发育
和活动

。

诸如此类
，

所有这些看似
不太相关的方面

，

其实都是在一个
大话题的范畴之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