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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海

反思量化宽松政策的伦理基础

不平则鸣

经济时评

陈和午

农产品价格飙涨

的宏观因素

财经

漫画

限购令引退房潮

10

月

13

日北京时间凌晨， 美联储

公布了

9

月

21

日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该会议纪要显示， 美联储政策制定者认

为不久后进一步放松政策可能是合适

的， 将政策选项的考虑重点放在购买国

债及能够刺激通胀预期的方式上。 纪要

的公布令其可能采取措施的时间和政策

选项， 变得更加清晰。

11

月

2

日和

3

日， 美联储将举行议息会议， 外界普遍

预期， 在这次会议上， 新的量化宽松的

政策将被推到前台。

“量化宽松” 这个名词已经把人们

的耳朵都听出了老茧， 似乎是一个治疗

重大危机的灵丹妙药。 其实， 这个名词

为金融市场所熟悉， 还是日本人的功

劳， 早在

2000

年以后日本就开始实行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当然首创这一政

策的还是美国人， 远在上个世纪

60-70

年代， 美国为了平缓国债收益率曲线和

对付衰退与逆差， 进行过购买长期国债

而抛售短期国库券的操作， 这是量化宽

松政策的雏形和鼻祖。

2010

年

3

月以后， 日本就再次扩

大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规模， 而美国

联储也在

8

月和

9

月， 再次使用第一次

量化宽松政策到期的资金继续购买国

债， 等于是变相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

策。 全球其他经济体的极度宽松的货币

政策也如出一辙。

那么， 美日等各经济体的量化宽松

的货币政策真的惠及了普通大众或者达

到宣称的目标了吗？ 美国

2009

年

3

月

实行第一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但是

2009

年

2

月的美国失业率是

8.2%

、

3

月的失业率是

8.6%

， 然而以后失业率

节节走高 ， 于

2009

年

10

月攀升到

10.1%

， 至

2010

年

3

月维持于

9.7%

。

从

2010

年

7

月美国传出再宽松预期，

当时美国的失业率为

9.5%

， 但是现在

是

9.6%

， 这也不是偶然的。 虽然量化

宽松的政策不可能立竿见影， 但是如今

美国失业率一直维持于

9.5%

以上， 就

足以证明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于

失业率没有发挥作用。 同样的， 也没有

发现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于通货

膨胀发挥明显的作用。 至于日本， 在

2000

年以后二个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

时期， 都是一直伴随着通货紧缩， 其政

策目标显然是失败的。

那么， 谁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中

受益了呢？ 或者说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其实际上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根据

10

月

13

日 《华尔街日报》 公布的一项调

查显示， 华尔街薪酬可望连续第二年创

出历史新高。 包括银行、 投资银行、 对

冲基金、 资金管理公司及证券交易所在

内的

35

家表现最好的上市证券及投资

服务公司， 今年将支付

1440

亿美元的

薪酬及福利， 较

2009

年的

1390

亿美元

增长

4%

。

35

家公司中预计有

26

家将

为员工加薪。 而在

2009

年， 在全球仍

然深陷危机之中时， 华尔街等逆势大肆

派发奖金的行为就曾经引发社会舆论的

愤怒。

华尔街和全球一些金融超级大鳄

们为什么可以在众多普通百姓仍然忍

受高失业、 实际收入下降等困苦中独

自享受高薪盛宴？ 原因在于量化宽松

政策实实在在有益于金融市场。 量化

宽松货币政策就是大肆开动印钞机撒

钱， 钞票多了， 自然金融市场就牛气

冲天了。 金融市场牛气冲天， 金融大

鳄们能不享受盛宴狂欢么？ 美国道琼

斯工业指数在

2009

年

3

月见底， 从最

低

6470

点飙升至

2010

年

4

月的最高

11258

点。 第二轮量化宽松的政策预期

形成后， 道琼斯指数从

2010

年

7

月初

的

9614

点快速上涨至

10

月

13

日的最

高

11053

点。 全球其他国家大都上演着

类似于美国的剧本。

可见，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根本

就没有达到目的， 只不过是惠及了一些

金融大鳄， 却对普通劳动大众产生巨大

的损害，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就是明证。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一个财富

的再分配机制， 那些勤勤恳恳劳动的

人， 以及社会上广大的普通人， 都是这

个政策的边缘群体， 而金融大鳄等群

体， 在社会总财富不变而发钞量大增的

情况下， 从其他群体攫取了财富。

因此， 有两点内容急需全球进行反

思。 第一， 有必要反思目前全球的金融

机制在社会中畸形的财富分配机制， 即

金融行业的伦理问题。 第二， 有必要反

思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伦理问题。 目前

全球那些迅速暴富的人， 除了特权阶层

以外， 多数集中于金融大鳄之中。 虽然

金融业有助于财富的创造， 但是社会的

各行业， 也都有助于财富的创造， 为什

么财富要畸形的向金融大鳄们失衡的倾

斜？ 这说明目前设计的金融业参与社会

财富运行和分配的机制是严重畸形的，

实际上是一种掠夺性机制。 假如金融业

收取交易额的

1%

作为自己的营业收入

或者佣金， 看似不高， 但是由于金融业

的黑洞吸收效应和杠杆效应， 其实际比

例可能高的惊人。 因此， 过去设计并一

直运行至目前的金融业的机制实际上是

个挟权以自肥的机制。 所以， 有必要反

思和澄清金融行业的伦理， 重新设计公

平的金融业运行的机制尤其是财富分配

机制。

同样，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及其他

各种形式的宽松货币政策， 多数与实体

经济药不对症， 主要是对金融业产生有

利的作用， 因此这个政策实际上不具备

伦理基础， 是个不好的政策， 或者是对

于社会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的政

策。 为了公平健康的财富运行和分配机

制， 目前各种量化宽松政策和各种宽松

货币政策既不应该加码和延续， 正确的

做法应该是尽早退出这些政策。

（作者单位： 东航国际金融（香港）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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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农产品再次成为耀眼

明星。 农产品期货近乎疯狂，资本

市场农业股也是亮点纷呈， 而现

货市场农产品价格涨势方兴未

艾。 与上半年小品种农产品唱主

角不一样的是， 下半年以来，粮

食、棉花、食糖等大宗农产品价格

开始发力接棒， 引发了人们对通

胀的担忧。

那么， 究竟谁是农产品涨价

的真正幕后推手呢？ 简单的看，主

要是由严重自然灾害引发的市场

供求关系失衡。 农产品供给预期

减少，而需求不变或者增加，价格

自然要水涨船高。 供不应求拉动

了农产品价格猛涨当然是没错，

然而， 这只是市场层面的一种解

释，要清楚理解农产品涨价问题，

需要透视深层宏观因素。

在笔者看来， 从宏观角度来

理解， 此轮农产品飙升与实体经

济环境不佳下的货币政策宽松、

农产品流通体制的严重缺陷、经

济增长周期以及城市化大跃进中

的农村“三化”格局都密切相连。

首先，宽松货币环境的推动。

2008

年

10

月至

2010

年

9

月两年

时间里， 中国新增贷款增加了

17.3

万亿， 月均超过

7000

亿元，

如此天量的钞票进入到市场，必

然要寻找出路，而在实体经济“国

进民退” 浪潮汹涌和楼市调控趋

严的风声中， 在长期扭曲的工农

产品价格剪刀差存在态势下，农

产品成为投机炒作的重点对象，

生姜贵过鲫鱼、 河虾赶上阳澄湖

蟹已不是什么新闻了。

其次， 农产品流通体制的严

重缺陷为农产品价格上涨提供了

制度缝隙。 尽管

20

世纪

80

年代

以来， 政府主导的农产品流通体

体制改革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随

着我国农产品市场化程度的提

高， 对现代农产品物流的需求也

不断上升， 制约农产品流通效率

的制度瓶颈始终没有消除， 目前

农业所面临的“小生产与大市场”

矛盾仍然异常突出， 农产品流通

成本一直无法“瘦身”的问题并未

得到根本解决， 我国农产品流通

中始终存在着“两头叫、中间笑”

的怪相，即农民抱怨赚不到钱，消

费者声称菜价太高， 而中间商却

得益颇丰。

再次， 超级通胀的经济增长

周期暗流涌动为农产品价格上涨

提供了共振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物价和经济周期之间存在着

很高的相关度， 价格可以被视为

宏观经济变化的风向标。 权威研

究表明，从历史数据看，

1984

年以

来出现过三次农产品价格上升，

与三次大的经济周期有关， 而农

产品相对价格上升和通货膨胀都

与经济扩张时期的低利率有关。

经历了

2008

年以来的全球金融

危机之后， 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

周期正在形成， 而天量信贷引发

的流动性泛滥使超级通胀早已暗

流汹涌。 农产品价格和通胀之间

的影响看起来是个鸡和蛋的问

题，但两者之间的共振却是事实。

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往往会造

成通货膨胀；而通胀预期的加重，

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强化农产品价

格的涨价。

最后，城市化大跃进中的农

村“三化” 格局为农产品价格上

涨提供了支撑土壤。 伴随着新一

轮城市化大跃进式推进， 农村

“三化”现象（农村空心化、农田

抛荒化、城镇侵占化）开始愈演愈

烈， 这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长期

支撑力。

一是农村空心化。 在种粮比

较效益低的局面下， 农村青壮年

劳动力在加速流出， 农村 “空心

化”现象日益突出，这是农产品价

格上涨背后的残酷现实。 中国老

龄科学中心的一项调查指出，在

我国农村

60～64

岁的老人中，有

62.7%

的人依然从事农业生产，农

村中

65～69

岁的老人中有

47.6%

的人依然从事农业生产， 即使是

70～74

岁的农村老年人中也还有

29.2%

依然从事农业生产。

二是农田抛荒化。 农村空心

化加剧了农田抛荒化。 随着工业

化和城镇化建设的高奏凯歌，大

批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 留下老

弱病残，加上农业自然灾害频繁，

农村一些地方农田弃耕抛荒现象

日趋严重， 尽管政府对此采取了

一些遏制性措施， 但收效并不太

明显，反而有继续恶化之势。 根据

国土资源部的调查， 我国每年撂

荒耕地有近

3000

万亩，而缺乏劳

动力是撂荒的主要原因。

三是城镇侵占化。 为了维护

国家的粮食安全， 国家出台了保

持

18

亿亩耕地面积不能动摇的

保护性政策。 但在各地城镇化大

跃进的浪潮中， 地方政府违法侵

占耕地的现象屡禁不止，“被城市

化”的农民不断增加，导致越来越

多的农民失去耕地。

1996

年

～2009

年

13

年间， 全国耕地面积由

19.51

亿亩减少到

18.25

亿亩，减

少了

1.26

亿亩， 这一数字超过了

产粮大省河南的全部耕地面积。

尽管从数字上中国

18

亿亩耕地

的“红线”目前还没有被突破，但

以占补平衡制度为基础的耕地质

量状况堪忧，此

18

亿亩耕地已非

彼

18

亿亩耕地了，耕地的减少和

质量下降， 加上农业人口的下降

和农产品刚性需求的增加， 必然

造成粮食价格的攀升。

（作者为正略钧策管理咨询

顾问）

余丰慧

通胀控制目标提至 4.5%误国害民

一位知名经济学家日前指出， 由

于中国近期仍然可维持

9%

的经济增

长率， 通货膨胀率警戒线不应该局限

于

3%

， 而是可以提高到

4.5%

， 是社

会可以承受的。 无独有偶， 就在上

周， 中国社科院发出报告， 建议政府

对价格控制的目标不宜定得太低， 可

考虑上调至

4%

左右； 中国发改委宏

观经济学会秘书长日前也说， 中国须

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

众所周知， 国际公认或者国际惯

例的通胀警戒线是

3%

， 年初两会上

经过人大代表表决通过的政府工作报

告确定的通胀控制目标是

3%

左右。

如果按照这位专家的建议调至

4.5%

，

将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和今年中国

通胀控制目标

1.5

百分点。

面对节节攀高的物价， 这些专家

们无视其对百姓生活造成的压力和负

担， 不是想方设法应对可能发生的通

胀， 却又是要求百姓忍受更高的物价

上涨率， 又是建议政府调高通胀率控

制目标。 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 完全

是坐在办公室里臆造出的馊主意。

这些专家们建议提高通胀控制目

标的理由有这样几个： 一是给改革资

源能源价格改革创造环境和条件； 二

是社会可以承受得了； 三是

9%

的经

济增长率需要更高的通胀警戒线。

细细分析这些理由， 没一个站得

住脚。 第一， 年初两会上确定

3%

目

标是已经考虑到为资源环境税费和资

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预留一定空间。 这

些专家们何以又来个

4%

控制目标是

为了资源能源价格改革创造条件呢？

你们想到的， 温总理早就想到了， 简

直是画蛇添足， 不知斤两。

其次， 年初两会上温总理在阐述

3%

控制目标时，就已经说到综合考虑

了“居民的承受能力”，总理把居民对

物价的承受能力考虑在

3%

，而这帮专

家为何扩大至

4.5%

，根据何在？

其实， 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特

别是收入增长情况看， 应该低于西方

国家

3%

的警戒线， 而不是高于西方

国家。 而专家竟然说，

3%

的通货膨

胀率警戒线是适用于西方的， 言外之

意不适用于中国。 要说不适用的话，

应该是中国不适用于这么高的警戒

线， 而不是相反。 这些专家不强调收

入与西方接轨， 却要求物价控制目标

高于西方国家， 其居心何为？

第三个理由同样不成立，

9%

的

经济增长率就非要有高于国际警戒

线的通胀率， 完全没有事实根据。

从国内看， 中国多少年来物价基本

控制在

3%

左右， 经济却保持在两位

数的增长率。 从国际看， 超过

3%

的

警戒线， 就要发生一系列经济问题甚

至社会不稳定， 也不乏出现政权更迭

等重大事件。

目前， 中国物价形势异常严峻。

在年初蔬菜价格上涨后至今保持在高

位运行， 猪肉等肉类产品价格正在直

线走高。 目前， 食用糖、 食用油价格

正在攀高， 饭店、 饮食价格出现了又

一轮上涨。 海南暴雨对未来几个月菜

价冲击很大。 从国际上看， 美国采取

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经造成全球资

产价格、 大宗商品价格暴涨， 全球通

胀传递到中国在所难免。 在

8

月份中

国通胀率创出

3.5%

新高后，

9

月份可

能再次创新高。

采取自欺欺人的调高通胀率控制

目标的措施，实在是误国害民之举，这

是不顾百姓死活的歪点子、坏主意，这

是拿自己的高收入水平去度量普通百

姓承受能力的想当然做法。 决策层决

不能被其误导， 应该迅速采取各种措

施，坚决与通胀做不懈斗争，切实保护

普通人民的利益。

金融业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机制目前严重畸形， 实际上是一种掠

夺性机制。有必要反思和澄清金融行业的伦理，重新设计公平的金融业

运行机制尤其是财富分配机制。同样，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及其他各种

形式的宽松货币政策，也不具备伦理基础，是一个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

用的政策，不应该加码和延续，而应该尽早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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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浦东著名的东方明珠塔旁

边，世界著名

IT

企业苹果公司中国旗舰

店内有座被称为 “水晶灯” 的全玻璃建

筑， 其中

12

块钢化玻璃， 每块高

12.8

米，直径

10

米，顾客无不为之折服。殊不

知， 在当时苹果公司设计中国旗舰店之

时， 全世界用于建筑钢化玻璃的最大尺

寸只有

5

米，苹果公司设计的尺寸是

4.2

米， 而当苹果设计师到北玻探讨技术方

案时， 北玻却提出了他们当时根本无法

想象的一个数字———

12.8

米。

在美国人怀疑的目光中， 洛阳北玻

成功的完成了苹果公司认为当时根本不

可能实现的技术时， 苹果公司由衷的对

洛北说出了“中国创造”四个字，苹果公

司全球采购总监则称赞 “北玻的新工艺

是革命性的工艺”， 苹果公司也为这批

“特别”的玻璃开出了每块玻璃

100

多万

元的“天价”。

创造这一“奇迹”的正是我国钢化玻

璃技术的龙头企业北玻公司， 钢化玻璃

是玻璃深加工的一种高强度安全玻璃，

与建筑、交通运输、电子、军事等工业都

有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由于全国新增

民用建筑面积、 汽车产销量的逐年大幅

增加， 人们对于高层建筑物和汽车用玻

璃的安全性也逐渐重视，因此钢化玻璃、

夹层玻璃需求量大幅增加， 这对玻璃深

加工技术领域的代表企业洛阳北玻来

说，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

早在

70

、

80

年代初， 国外已开发出

了水平钢化设备，随后的几十年里，世界

上玻璃深加工技术的发展更为迅速。 我

国在玻璃深加工设备行业起步较晚，国

内市场长期依赖进口， 直到洛阳北玻公

司创始人研制出第一台水平辊道式钢化

玻璃生产线和我国第一条水平辊道法钢

化玻璃生产线，填补了国内空白，结束了

我国不能制造水平辊道法钢化玻璃设备

的历史。

如今， 公司自主开发研制的玻璃钢

化工艺技术和设备在产品质量、 使用性

能、 自动化程度上均可与进口同类产品

抗衡，技术水平已优于国外同类产品，更

具有投资省、能耗低的优势，打破了国外

对深加工玻璃设备制造行业的技术垄

断， 为全面提高我国钢化玻璃技术水平

和产品质量做出了贡献。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北玻已成为国

内生产规模最大、 研发试验能力最强的

钢化设备研发制造企业，产品销售量、技

术拥有量、综合实力均位居世界前列，在

洛阳、 北京、 上海三地占地面积近

500

亩，拥有近

20

条各类国际先进的自备成

套试验生产线和试验室， 其主导产品平

弯玻璃钢化机组产销量自

2002

年以来

已连续

8

年稳居国内同行业第一， 优良

的产品性能使得公司产品已走向世界，

累计有

2000

多条钢化玻璃生产线在中

国和世界各地运行， 产品还成套出口到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

5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实现了我国玻璃行业在出口结构

上的飞跃。

多年来， 公司在技术研发方面不断

突破， 成功研发出超大规格平弯钢化设

备， 将玻璃钢化技术再次推向一个新的

高度。 公司更凭借超大规格弯钢化玻璃

技术的高品质和独创性， 中标成为 “苹

果”上海旗舰店的玻璃供应商，建造出全

球第一批超大规格建筑结构玻璃。 北玻

不仅获得了极高的品牌附加值， 还成为

全球顶级玻璃深加工技术与装备和产品

集成供应商，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走

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法国设计大师安德鲁被北玻纯平无

斑钢化技术所折服， 从而修改国家大剧

院的设计，采用北玻新技术，既节省玻璃

投资近

50%

，又达到了晶莹剔透设计效

果。这样炫目的成绩并不是一两次，北玻

多项高端创新玻璃深加工技术还应用于

世博会“阳光谷”和“十六铺码头”、奥运

国家体育场（“鸟巢”及“水立方”）、新北

京南站（亚洲第一站）、首都机场三号楼

中华世纪坛、上海中国光源中心、北京国

贸中心、新加坡机场、越南

APEC

会展

中心等国家或地区的重大工程和标志性

建筑，

2010

年北玻又以独有的纯平无斑

钢化技术承接了

2011

年西安世界园艺

博览会的玻璃项目， 始终站在行业技术

发展的前沿。

作为玻璃深加工技术设备行业的领

航者， 北玻始终引领着国内钢化玻璃的

技术发展方向，积极推进产品创新、技术

创新和管理创新， 开辟了国际国内高端

市场的通途，为“中国创造”带来令人自

豪的回报。 （企业形象）

洛阳北玻：从“中国制造” 走向“中国创造”

赵丹宁 熊 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