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段时期以来，日元兑人民币一路升值，从

5

月初的

7.20

一路上扬至

9

月

15

日的

8.09

。 虽然

16

日之后在日本央行的干预之下，日元兑人民币又重新回到

8

以下，但仍然成为今年以来发达国家中对人民币升值最大的货币。 而日元兑人

民币的不断升值，也给中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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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勇

日元升值考验中日经贸关系
日元升值影响中日经贸关系

日元兑人民币升值，或能缓解中国

对日贸易逆差。 近些年来的中日贸易

中，中方逆差持续扩大。 自

2002

年至今

的

8

年中， 逆差总额已接近

2000

亿美

元。 今年

9

月

10

日，据中国海关总署发

布的数据，今年头

8

个月，中国对日贸

易逆差

362.3

亿美元，同比增

94.8%

。 中

国对日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于，中日

之间在生产领域内的贸易所占比重较

大， 中国对日本的高端零部件进口较

多。 加之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率先复

苏需求增加， 都扩大了对日贸易的逆

差。 不过，日元兑人民币的升值，对于缓

解中国对日贸易逆差或会起到一定的

作用。

但是，随着日元持续走强，国人赴

日留学、 旅游购物的费用则会一路走

高。 去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日元兑人民

币汇率中间价为

100

比

7.3782

。 而今年

以来，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已累计

升值约

11%

。 同样是用人民币兑换

10

万日元，去年

12

月

31

日需要支出

7378

元人民币， 而现在则需要

8096

元人民

币，多支出

718

元。

同时， 日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升高，

还会给中国国内部分企业带来成本压

力。 一类是在中国境内销售日本产品的

企业，因为其产品的核心零部件或成品

进口于日本，产品的成本增加可能使销

售价格有所攀升，竞争力减弱。 另一类

是中日合资企业，其投入的成本也可能

因日元升值而增多。 看来，日元兑人民

币升值，对中日经贸所产生的影响各有

利弊。

购日债引发日元升值担忧

9

月

17

日，日本公布的最新国际金

融交易数据显示，

7

月份中国净买入价

值

5830

亿日元的日本金融资产，高于

6

月份的

4567

亿日元。 从年初到

7

月份，

中国已累计购买了

270

亿美元的日本

国债，比此前

5

年时间里中国购买日本

国债总和的

6

倍还多。 按理说，日本政

府债台高筑，有中国来帮扶，应该表示

欢迎。 再加上，日元升值，对日本偿还外

债有利，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事实却恰

恰相反， 中国购买日本国债的举动，让

日本政府坐立不安，他们担忧中国政府

此举会进一步引发日元升值。 可以说，

对于严重依赖出口的日本来说，汇率问

题十分敏感。

2008

年

8

月至今，日元对

美元和欧元的升值幅度分别超过

20%

和

30%

，特别是近期日元兑美元连续上

升达到

15

年来的高位， 离历史最高值

不远。 由于政府巨额债务在身和长期零

利率， 财政和货币已彻底失去扩张空

间，如果汇率再继续升值的话，日本经

济困难自然会进一步加大。 这也是为什

么日本自

2004

年以来首次采取官方干

预行动的原因。 中国虽然只购买了它

200

多亿美元的国债， 但由于中国实力

雄厚，一举一动对国际投资者有难以估

量的影响，一旦国际游资追随中国官方

资金而动大量涌入日本，日本一直处心

积虑抑制日元汇率上涨的努力恐怕要

功亏一篑了。 因此，从这个角度，不难理

解日本政府对中国购买其国债的紧张

心情。

因应日元升值需加强三边协调

首先，应加强汇率政策的协调。 从

目前情况看，美、日都不希望本币大幅

升值而是希望外币升值。 其原因无非

是，通过外币升值来改善本国的贸易条

件，解决本国的经济复苏与高失业率问

题。 但目前美、日与中国有区别的地方

在于，美、日经济复苏面临困境，而中国

经济增长强劲；美、日通货紧缩严重，而

中国存在一定的通胀压力；美、日货币

是国际货币中的“避风港”，而中国的人

民币由于其国际化程度较低尚不能担

此重任。 正因为此，为避免日元过度升

值，中日间应加强汇率政策协调。 当然，

这次日本非法抓扣中国渔民及渔船事

件，可能会对中日间加强政策协调蒙上

阴影。 但只要日方能认清形势，面向未

来，同中国展开坦诚积极的合作，就没

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其次，警告日本应慎重考虑加入美

国旨在针对人民币的多国联合干预联

盟。 日前美国国会就国际经济和货币汇

率政策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财政部长

盖特纳表示美国会与其他国家联手向

中国施压，并暗示本轮人民币升值幅度

至少应达到

20%

。 但是，不久前日本央

行干预日元汇率表明，其在汇率领域完

全缺少国际合作，而且，从长远看，日本

央行对日元的作用可能仍然有限。 而美

国想让人民币也走上

1985

年广场协议

的老路，这既害了人民币，也害了日元，

最终也不利于美元。 所以，奉劝日本在

加入美国旨在针对人民币的多国联合

干预联盟方面应慎行。

其三，中国应妥善处理好与日美间

的经贸关系。 中日经济结构具有一定的

互补性， 两国保持稳定的贸易合作关

系，使得中日两国在处理对美国经济关

系方面， 都具有较为有利的活动空间。

美日相互间经济关系依存度较高，美日

两国任何一方经济衰退，都不可避免给

另一方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对中国经济

发展产生制约。 美日两国国家经济利益

取向，在中国这个潜在大市场上，存在

着利益竞争关系。 中日经济关系的发

展， 不可避免受到美国因素的制约，形

成互动关系。 因此，在处理中日关系的

时候，美日之间的经贸关系也是必须要

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

院教授，高级培训师）

国美控制权之争的社会价值
9

月

28

日下午，上演了

19

个月的国

美控制权争夺大戏终以陈晓获胜落下了

大幕。

硝烟弥漫，盛况空前。 这样的资本

商战场面， 相信之前很多人都只在电

视剧中见识过， 国美两派股权之争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切的现实版本。 在

中国企业发展史上必将写下一笔的这

一次争夺， 企业管理者与业内人士从

中看见的是关于现代企业治理的精彩

一课，而在舆论前台浮躁的，却是江湖

道义与民族品牌之类的口水战。 职业

经理人的职业道德、 家族企业的现代

化转型等等， 这些陌生的词汇被小人

背叛与蛮主霸权这样的通俗话语消

解，从而也将市场经济的“丛林”和“猎

场”特质暴露无遗。 尽管双方都声称是

为了企业发展好， 背后的私利企图却

再明显不过， 大家都在为了自己的利

益，其实谁也顾不上股东。

这场企业内耗，对于国美而言，大概

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好事， 因为一场企业

动荡必然在所难免，至于谁赢谁输，差别

其实仅在动荡的方向。 扩大到整个企业

界来看，如果这场国美之争，让民企创始

人看到的只是如何加强维护家族企业的

控制权和绝对利益， 让职业经理人看到

的只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服从地

位与得过且过， 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

之间不是更多合作而是更多猜忌， 这对

于民营企业的现代化进程而言， 恐怕更

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最为重要的是， 在这样一场利

益之争中， 国家法律和公司章程得到了

完全的尊重，最后的结局和将来的道路，

不是由管理层说了算， 也不是由创始股

东说了算，而是交给了“股股同权”的资

本博弈。 资本商战最重要的原本就不是

结果，而是对规则的尊重，具体个人谁都

可以输，但法律不能输、规则不能输；不

讲规则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有秩序， 不讲

规则的公司治理不可能有公平。 写在法

律纸上的法规条款， 得到了一次完整践

行的经历， 并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文明

治理的榜样， 这应该是国美之争的最大

价值所在。

尊重法律，尊重股东，合理利用游戏

规则，合理利用舆论资源，不搞阴谋诡计

克敌，不搞暴力解决问题，这不仅是市场

化进程和现代企业理念的一次进步，甚

至还是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坐标。

前不久，一部名为《公司的力量》的纪录

片， 以公司为载体观察了市场经济的演

进， 并试图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

的中国公司探寻发展道路。 而眼下的国

美控制权之争，其实就是见证“公司的力

量”的一个经典案例。

“我们找不到一个公司制度不发达，

它的经济可以发达； 找不到一个市场不

发达，这个国家可以发达，没有的！ 所以，

现代社会的财富创造、 国民财富的积累

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司的发展， 它实

际上是同一个问题。 ”这是《公司的力量》

中的一段解说词， 同时大概也可算是我

们在这么久的日子里一直殷殷观战国美

之争的一点期盼或者说奢望吧。

舒圣祥

德克士的牛肉面是一面镜子
一份牛肉面

45

元，你会去吃吗？

9

月

25

日， 有新疆记者翻看德克士

销售的康师傅私房牛肉面菜谱注意到，

乌鲁木齐市德克士店里销售的牛肉面价

格不菲， 即使是最便宜的秘制麻辣牛肉

面，每份也卖到

22

元。 而最贵的金牌私

房红烧牛肉面卖到

45

元一份。

这其实并非最贵，在北京，一份康师

傅私房牛肉面卖到

108

元。

这让笔者不禁想到，之前，兰州牛肉

面从

3

元涨到

5

元时， 政府紧张到曾欲

出手调控的事情。 两下里一对比，可谓一

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阳春白雪，一个

下里巴人。

当然， 德克士完全有理由说自己的

牛肉面绝对货真价实，是“牛身上最贵的

肉就在这碗面里， 顾客花

108

元就可以

吃到一头牛，这还不便宜吗？ ”作为德克

士的食客， 大家也完全可以把一碗面当

一头牛去吃。 因为 “哥品的不是面，是品

牌”，“哥吃的不是牛肉，是牛气”！

德克士打从一开始， 就瞄准了中国

富人的钱袋。 中国富人呢，正好不缺钱，

缺花钱的方法。 别说是一碗牛肉面

108

元，就是

1080

元，在中国，也是不会缺少

食客的。甚至越贵吃的人反而会越多！中

国人习惯了用花钱来展示自己的品位和

显示自己地位。

按说，富人吃一碗

108

元的牛肉面，

似乎与其他人关系不大。 但反过来想想

怕被劝捐的中国富豪、中国的潜在富翁，

想想这些人身上表现出来的道德贫血和

责任良知缺失。 人们总会觉得有什么地

方不大对劲。 中国的大好政策使一部分

人先富了起来， 但先富者回馈社会的热

情却远远落后于世界。 宁愿把钱往水里

扔，宁愿去吃所谓的“包含一头牛”的牛

肉面，也不会回报社会一丝一毫。

包括肯德基的油条、 德克士的牛肉

面，其实都是中国富人的镜子！

而处在中国整体社会环境和经济氛

围中，肯德基的油条和德克士的牛肉面，

也是一面可以照出许多问题的镜子！ 高

价经营策略，看似是从富人口袋中赚钱，

实际是对中国财富的一种合法侵占。 除

过那些少得可怜的税金， 越来越多的资

金和财富面临着蚂蚁搬物似的流失。

这是你情我愿的合法抢钱！

国土部等

14

个部委已经联

合成立小产权房整治处理领导

小组，研究制定小产权房清理整

治政策方案。 国土资源部执法监

察局局长李建勤证实，方案已经

上报国务院，国务院正在向相关

部门征求意见，但对方案公布时

间表问题，李建勤只表示，或将

会很快公布，但公布时间并未明

确。 据报道，在两周前，相关部门

已经结束了全国多地小产权房

调研活动。

长期以来，小产权房由于没

有“准生证”，在法律的框架内不

予认可，一直在疯生疯长。 尽管

大多数专家学者以及普通老百

姓愿意给小产权以合法的身份，

并且认为，这一方面可以平抑居

高不下的房价；与此同时，有利

于打破城乡土地分割分治、二元

化结构，使得我们的社会走上城

乡一体化和城乡均衡发展的康

庄大道，形成一个真正统一的中

国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此

外，还有利于社会和谐。 由于小

产权房没有“准生证”，按照现行

法律法规， 必须对其进行强制

“拆违”。 如果政府采取疏导的方

式，给小产权房发放合法“生育

证件”，不仅能让其早日摘掉“黑

户”帽子，也利于舒缓社会矛盾，

弥合社会各个阶层的断裂。

但是，对小产权房，中央从

来没有允许过，叫停就是因为它

违法。 所谓小产权房，是被媒体

叫错了， 没有产权哪来产权房？

它是农地， 就不能变成房地产。

土地规划、土地建设、商品房销

售的许可都没有取得，客观上就

是违法的。

笔者觉得，国务院此次即将

出台的小产权房清理方案，一定

要用超强的智慧，让小产权房有

一个合理的归宿。 首先，对违法、

违章建筑，比如恣意占用农村耕

地的小产权项目，应坚决给予拆

除；对于已颁发“准生证”的小产

权房， 要责令开发商和购房人，

共同出资补交土地出让金和相

关法定税费；对于小产权的普通

住宅和别墅也应区别对待。 别墅

项目往往占用大量土地，绝对不

允许开发商和个人在集体土地

上建造别墅；而普通住房面向普

通百姓，相对商品房起到一定的

补充作用，因此，在政策上给予

必要的支持。

其次， 要跳出小产权房狭窄

的视野，站在更宏观的视角，积极

探索土地制度的改革模式，一视同

仁地对待国有和集体土地，构建统

一协调机制，实现国有与集体土地

统一、互补的市场供应体系。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不妨借

鉴经济适用房回购的模式，通过

制定一定的制度标准，对小产权

房进行批量收购，并对村镇进行

一定的财政补贴后，把小产权房

归为国家拥有。 这样既可以确保

房产持有者的切身利益，也能够

增加政府保障性住房来源多元

化选择，从而实现多赢的局面。

清理小产权房
需要

“

阳光行动
”

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

长李建勤

27

日表示， 小产权房

问题的处理方案将在近期出台。

有参与小产权房课题研究的国

土部人士预计，解决小产权房问

题，采取“一刀切”的可能性不

大。

自建设部

2007

年发布小产

权房风险提示以来，小产权房是

拆是留一直是个悬念。 这几年，

尽管有关方面三令五申停售停

建小产权房，但小产权房依然生

生不息；尽管舆论多次传出小产

权房清理方案即将出台，但事实

证明是传说，希望这次清理小产

权房不再是传说。

虽然宏观层面不见小产权

房处理方案，但某些地方已经率

先尝试了，例如，去年深圳出台

规定， 违法建筑除未申报的外，

符合确认条件的，按规定办理初

始登记，依法核发房产证———这

标志着深圳小产权房有可能拿

到“准生证”。 另外，日前西安拟

对小产权房征契税，也预示着小

产权房可以获得合法身份。

不过，更多地方在观望中等

待国家部门统一安排。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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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门参与制定的小产权房整

治方案格外受到关注， 备受关

注的深层原因是， 小产权房既

关乎民生

,

又关乎市场，

20%

—

40%

的市场占有率， 不但解决

了大量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

而且由于分流需求也起到了抑

制房价的作用。

显而易见，即将进行的小产

权房清理工作，是块“难啃的骨

头”， 不仅考验着国家部门制定

方案的智慧，而且考验着地方部

门的执行力。 在我看来，要想完

成这一棘手的任务，从制定政策

到落实政策都需要阳光照射进

来，如此才能确保整个清理工作

公平公正，避免清理工作影响社

会稳定。

据报道，小产权房处理方案

已经上报国务院，国务院正在向

相关部门征求意见。 在我看来，

这个处理方案不能只在政府部

门内部征求意见，还应该面向社

会征求意见。 因为小产权房市场

占有率过高、影响面过大，如果

缺乏民意支持，不仅处理起来相

当麻烦，而且处理结果不一定能

达到预期目的。

早有专家建言，清理小产权

房应有“疏”有“堵”。 但如何“疏”

如何“堵”，各方见解不一。 在我

看来，应以“疏”为主，以“堵”为

辅；所谓“疏”，是指尽量让小产

权业主补齐土地转让金、税款等

相关费用后办到房产证； 所谓

“堵”，是指对那些背离民生的小

产权房如“小产权别墅”，理应强

行拆除。 为了让处理方案对“疏”

和“堵”安排合理，这个方案很有

必要征求民意；尤其是，征求民

意不仅能平衡小产权业主与商

品房业主的利益， 而且也能平

衡小产权开发商与商品房开发

商的利益；同时，也能平衡农民

和农村集体组织的利益。 如果

处理方案不征求民意， 相关利

益群体就不能表达意见， 不能

公平博弈。

除了政策制定需要阳光，

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更需要阳

光。 国土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小

产权房问题将采取 “一案一处

理”，也就是说不会采取“一刀

切”。 显然，这样的考虑是合理

的， 面对原因复杂的小产权房

必须灵活处置，不过，这又引出

一个问题， 在处理过程中很可

能滋生腐败等问题。

因此，国家部门制定的处理

方案，尽可能详细和具体，不给

执行者钻漏洞的机会；尤其是让

整个清理过程公开透明，接受社

会监督。 总而言之，这场清理小

产权房的行动， 是保民生的行

动，不能变成暴力行动；是“阳光

行动”，不要变成“黑暗行动”。

冯海宁

吴睿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