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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批中国高估工资令人警醒

� � �国际劳工组织日前发布了涵盖全球十

六亿工薪阶层的 《全球工资报告

2010-

2011

》。报告显示，金融危机后全球工资增

速几近折半。 而中国增速“引涨”全球工

资，超欧美国家

5

倍之多。该组织专家称，

中国官方公布

2009

年薪资增长约

12%

，

但统计局纳入数据大部分为国企工资数

据，私有部门工资增幅仅为

6.6%

。 这意味

着官方数据被高估了。

应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职工

平均工资整体水平确有较大提高。 但是，

我们应该看到， 人民币在国际上升值，在

国内贬值，为工资增长“帮了大忙”。 笔者

注意到，公众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平均工

资数据一直不领情， 几乎是公布一次，质

疑一次。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平均工资数

据弱化了弱势群体工资偏低的事实。而且

私营单位被排除在外一直为公众所诟病。

国家统计局与时俱进调整统计样本，

将私营单位纳入工资统计调查的范围，挤

出平均工资里的水分，营造真实的工资环

境，客观反映发展现状，为国家宏观决策

提供真实依据，是必要的纠偏之举。 令人

遗憾的是，今年

4

月，国家统计局表示，私

企工资数据已经统计出来，却面临如何同

相关部委协商公布数据的问题。民众寄予

厚望的私企工资统计竟然处于被协调的

尴尬境地，让人如何相信工资统计的含金

量？ 尽管笔者能够理解，私企纳入工资统

计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但是工资统

计数据靠协调公布，让人无法释怀。 国际

劳工组织质疑中国官方工资增长数据被

高估，尽管让中国在面子上不好看，但是

给躺在虚高工资数据上沾沾自喜的相关

部门与官员们注射了一支清醒剂，值得警

醒。

虽说工资水平整体提高是事实，但真

正能够享受涨工资待遇的多是体制内的

公务员，效益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

业高管及职工。其它行业和单位多数职工

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增长步伐。 “张家有

财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

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 ”如果平均工资快

速增长的成果被“跑在前面”的人分享了，

让落在后面的人共享工资增长虚荣是件

滑稽的事情。

另外，有的地方工资增长只是纸上数

据，并未足额发放到位。 有相当数量职工

工资尚在最低标准附近徘徊。有的私营企

业与家庭作坊连最低工资也无法兑现。在

这样的话语背景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

资数据被民众批评， 被国际劳工组织质

疑，并不难理解。

工资增长不是为了面子上好看，拉穷

人给高薪群体垫底子，而是为了让民众得

到实惠。 如果民众的生活质量改善不明

显，工资数据撑破了天，也没有现实意义。

事实上，未被统计的私营企业特别是农民

工等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最不容乐观。

全面客观地统计、公布工资数据尽管有点

难办，但是国家统计局不能无视国际劳工

组织与亿万民众的期待。

经济观察

黄建中

最近，楼市再现量价齐升、

“地王”频现的情势，而日前央

行的问卷调查报告也显示，

45.2%

的城镇居民倾向于“更多

投资”， 而在各主要投资方式

中，“房地产投资” 是居民投资

首选。 由此看，政府“坚决遏制”

的住房投资投机性需求 （以下

统称为投资性需求） 有再爆发

的可能， 并给楼市回暖火上浇

油，导致“史上最严厉”的房地

产“调控”再次变成“空调”。

房地产投资连续成为居民

投资首选，不仅因为国内投资渠

道太少及国人对房地产特别偏

爱，更因为过往房地产投资带来

的持续财富效应与示范效

应———近几年楼市投资者绝大

多数赚了钱， 甚至赚得盆满钵

满，而投资中国股市赚钱者却不

足一成。 正是这种持续的财富效

应，使很多人产生了房价只涨不

会跌的错觉，进而在房市已经出

现明显泡沫且国家坚决遏制的

情况下，依然对房地产投资情有

独钟，某些人甚至冒违规违纪的

风险不惜弄虚作假“顶风”贷款

投资多套房。 如此疯狂且潜能巨

大的投资需求若得不到有效遏

制，就会使楼市泡沫进一步被吹

大，而如果“史上最严厉”的调控

再次变成“空调”，必然会沉重打

击民众对政府调控的信心，这又

会加剧楼市进一步看涨的市场

预期，引发更多的投资性购买需

求。

面对严峻事态，“第三轮调

控”应当尽快出台。 新一轮的调

控举措，除了房产税之外，笔者

以为， 应当采取一些长效举措，

稳定楼市预期， 根治投资性购

房，而不是权宜地“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 长效举措之中应首先

根除楼市泡沫的元凶———投资

性购房需求，政府应当明确住房

只能用于居住， 而不得用于投

资，并明文禁止投资性购房。

需补充说明的是， 明文禁

止投资性购房， 是指在国家大

政方针乃至基本国策层面，将

“每个家庭在一个城市只能购

买一套住房” 像计划生育一样

作为基本国策长期贯彻实施

（当然， 跟独生子女政策类似，

对于某些特殊家庭如有特别需

要或特别困难， 可以允许购买

第二套房，但只能用于自住，且

5

年乃至十年不得转让，限于篇

幅对此不展开论述），由此将投

资性购房列为禁止行为， 其力

度和长效性将远远超过现行的

权宜之策。 例如上海推出的限

购政策中有 “一定时期内限定

居民家庭购房套数”、“暂定本

市及外省市居民家庭只能在本

市新购一套商品住房”，对投机

性购买 “商业银行暂停发放住

房贷款”等“暂时性”字眼。

禁止投资性购房理论依据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投资性购房需求是

极其不稳定的市场因素， 会加

剧楼市波动， 进而影响中国经

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因为房

地产是支柱产业， 对经济发展

的影响举足轻重， 其产业链较

长， 会牵连数十个相关行业的

发展， 其稳定是关乎整个经济

稳定的重要因素， 如果楼市激

烈波动， 则会影响整个经济乃

至社会的稳定。 而投资性购房

需求具有明显的追涨杀跌特

点：房价上涨时，投资性购房会

大量涌入放大需求， 拉动价格

和供给大幅增长， 并促进

GDP

增长 （此类增长实际上是透支

未来的不可持续需求拉动的，

我国近几年即出现了此类情

形， 造成了房市持续供不应求

的假相，而另一方面大量房子被

闲置）；而房价下跌时，投资性购

房又会成为杀跌的力量，迅速增

加楼市供给， 造成市场供过于

求，使增量房供给大幅减少（开

发投资减少）， 严重影响经济增

长（次贷危机后的美国、房地产

泡沫破灭后的日本都是典型例

证）。因此，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发

展，就要从源头上根除危害楼市

的主要不稳定因素。而自住型购

房增长一般较稳定的，所以禁止

了投资性需求，楼市的稳定也就

可控可期。

其次， 投资性购房是楼市

泡沫的元凶。 各类市场泡沫本

质上都是投机过度的产物，禁

止了投资性行为， 楼市的泡沫

也就失去了温床， 房地产市场

才能长治久安。 从社科院的《住

房绿皮书》看，全国

35

个大中

城市二类地段普通商品住房平

均房价泡沫为

29.5%

， 而在我

国已经出现明显泡沫的背景

下， 有必要对投资性购买采取

坚决措施， 以免房地产泡沫继

续扩大。

第三， 住房是人们生活的

必需品， 房价问题关乎民生与

社会稳定，应当只能用于自住，

而不应该作为投资品。 目前，投

机炒作农产品已经被界定为违

法行为， 而住房同样作为人们

生活的必需品， 理当将房地产

市场的投机炒作列为明文禁止

行为， 对房地产市场司空见惯

的土地违规闲置、囤地捂盘、捏

造散布涨价信息以哄抬价格、

牟取暴利等行为予以惩处。 当

前形势下， 政府应当明确住房

只能用于居住， 而不能用于投

资， 由此逆转楼市供求关系及

市场预期。 为此，笔者建议，下

一步政府应该禁止楼市的投机

行为，明文禁购第三套，限制第

二套的购买（例如，仅限于非投

资目的改善性过度二套房或特

殊家庭有特殊需要的自住二套

房）。 此外，有必要对针对当前

楼市的乱相制定有针对性市场

与价格监管法规。

第四，投资性购房会加剧贫

富差距，影响社会和谐。 近些年

在投资性购房大量涌入市场后，

一方面房价不断攀升，造就了富

豪榜上诸多的房地产业大鳄，也

使一些购买了二套房乃至

N

套

房的平民百姓身价倍增，某些家

庭投资房产收的入远远超过了

薪酬，让实业投资者和上班拿死

工资者艳羡；而另一方面，随着

房价的节节攀升，众多无房者离

住房梦越来越远。

第五， 美国房地产泡沫破

灭引发了次贷危机， 日本房地

产泡沫破灭导致其经济二十年

来一蹶不振。 当前，全球主要经

济体中唯独中国的泡沫还坚而

未破，且有被再吹大的危险，已

成为中国经济的 “堰塞湖”，我

们不能再任由房地产泡沫继续

扩大而贻害子孙后代， 因此必

须采取一些他国都不曾有过的

特别措施， 而明文禁止投资性

购房则属此列。

明文禁止投资性购房后，

租房房源从何来？ 实际上，租房

需求应当主要由有政府提供廉

租房以及大型房地产企业提供

只租不售的房源来满足 （目前

国内房企大多数是开发性公

司， 而物业类公司明显偏少），

这有利于形成租房市场的规模

经济， 也便于对流动人口和租

房城市的规范。 而另一方面，随

着投资性购房被明文禁止，房

价很可能回归理性， 越来越多

的人有望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

想，而使租房需求逐步减少。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金融学院）

傅子恒

利率市场化难以一蹴而就

� � �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出席《财经》年会

“

2011

：预测与战略”时表示，央行将稳步

推进利率市场化方向的改革， 未来将会

看到一些明显的进展。

完善利率生成机制， 推进金融体制

改革，是各方的期盼。 但我们也应该体认

到利率市场化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

利率的完全市场化， 更将会是一个较长

期的过程。

利率在本质上是资金的 “价格”，在

市场经济条件之下， 其对社会资源配置

起着基础性的功能。 而“市场化方式”配

置资源， 意味着价格的决定应该由各类

市场主体“自主”进行，应该尽量避免人

为干涉， 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与观

点。 但利率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价格，犹如

资金不是一般的商品一样， 它同时又可

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政策工具， 是一国

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的重要的手段

选择之一， 这一特性又决定着它常常会

受到人为的干预。

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改革取向，

决定着利率市场化将是未来方向。 尽管

市场化并不意味着政府绝对不干预，但

政府干预应该是适度的， 干预手段应该

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从宏观管理角度来说，利率市场化

方向的改革 “必需尊重企业的自主权，

反映客户的选择权， 反映市场差异性、

多样性要求以及对风险的判断” 等等

（周小川语）。 而要做到这些必需改革现

行的金融体制，必须“扩大金融机构更

大的自主权，促进金融机构主体进行竞

争”，必须以打破、至少是弱化行业准入

方面的限制等方式，打破、至少是弱化

金融行业的垄断特征。 如此，资金使用

者的“差异化需求”才能够由资金供给

者的“差异化供给”所满足，利率价格的

“自主决定”才有市场条件与基础。 而现

阶段来看，毫无疑问，这一目标还只是

远景。

一个非常现实问题是： 利率市场化

目标实现之后，利率会上升还是会下降？

远期问题无法精确设想， 如果仅以目前

利率结构进行假设， 我们应倾向于认为

存款利率应该是上升的：毕竟，在正常情

况下，考虑物价因素，长期的“负利率”是

一个非正常的现象；与此同时，贷款利率

将会下降， 毕竟， 利率既然是资金的价

格， 经历持续的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之

后，现阶段而言，资金已经不再象多年之

前那样， 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种

极度稀缺的资源。 由此，由政策因素造成

的利差将会缩小，“差异化竞争” 的结果

将会使得银行业最终失去垄断利润，成

为象其他行业一样分享社会平均利润的

“一般行业”。

（作者单位：第一财经研究院）

有此一说

禁止投资性购房

应上升为基本国策

熊元俊

� � � �

2007

年以来， 主流券商在年末预测

新一年股市走势时，几乎总是集体误判。主

因是沪综指已成宏观调控的晴雨表， 而宏

观调控本身却如迷魂阵， 主基调常在防过

热、保增长和抑通胀中游走，经济亦在速冻

和过热之间轮回，常令预测者大跌眼镜。眼

下，上证指数仍在在年线附近徘徊，房价则

牛头高昂，这成为预测

2011

年宏观形势的

最大变数。

房市股市缘何不同步

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全国房价涨了

5

倍， 名义

GDP

增长

2.8

倍，

CPI

上涨

22%

。 相比之下，沪综指涨幅不到

4

成。 显

然，股市与通胀同步，却远落后于宏观经济

与房价的增速。

当机构以线性思维推测未来宏观经济

趋势时， 股市却更多在反映不断证伪的宏

观调控变奏曲。 在货币调控短期化和价格

干预行政化的双重压力下， 股市的政策市

特征表现为股票供给过度。而“房价调控总

成空调”，则缘于政府在供给上并没有主导

权。

宏观调控能否奏效，不仅要看药方，还

得看疗效。沪综指三年来易跌难涨，反映的

股市增量资金远跟不上扩容步伐，全流通、

新板开通以及全球罕见的企业融资潮，做

大的只是

A

股流通市值，并未带来股指财

富效应。

相比之下，

18

亿亩土地红线和土地买

卖招拍挂制度， 从制度上提供了维持土地

供需缺口的可能， 加剧了住宅供给的刚性

特征，再加上国内国际热钱的冲击，从而令

商品房供应长期跟不上需求的步伐。

最近，中央提出要“逐步形成符合国情

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将保障

房重要性置于商品房之前， 无疑是想将重

走股市监管模式， 将房市供给的主动权掌

握在政府手中。 按照这一政策逻辑，

2011

年千万套保障房政策如果落实， 房市生态

中偏向资本方的格局可能逆转。

央行池子减缓外部冲击

从全球房市周期来看， 大国房价泡沫

破灭， 往往与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

1991

年后日本地产泡沫的破灭， 起源于美元大

升值背景下的全球资金“弃亚入美”。

2007

年以来，发达国家地产泡沫相继破灭，则是

发达国家过度消费和新兴市场过度投资这

一贸易体系的危机。

预测

2011

年的房市动向， 欧债危机

和全球通胀是否失控是两大变量。 简单揣

测， 新兴市场资产泡沫破灭至少有两大诱

因： 一是欧债危机深化， 全球经济衰退加

重，热钱球避险意识提升。二是美国经济复

苏确认，通胀压力急升，美联储主席伯南克

所说的“在

15

分钟内决定升息”的决策或

许实现，全球热钱可能重新回流美国。

因为担忧国际热钱的大进大出， 以及

因此引发的房市泡沫破灭， 中国选择加息

时格外谨慎， 在上调准备金率对冲外储增

长对货币量的扩张作用时，却非常坚决，几

乎是照搬伯南克的控制通胀之策， 大有以

中国“池子”对抗美国“池子”之势。

伯南克大撒钱， 美国短期却无通胀之

虞，原因在于“超额准备金”这个池子。自金

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 美联储两年来增发

1.11

万亿美元的基础货币， 较危机前增加

132%

。 不过，这些钱却成银行业的“储备

粮”。 美国存款性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已从

危机爆发前的

22.7

亿美元， 上升至目前

0.96

万亿美元。

为对抗伯南克的量化宽松，中国央行扩

大外汇储备池子，对应在部分商业银行则是

18.5%

的存款准备金率。 池子效应意味着中

国短期不会重蹈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

窘境。 即使明年出现外部需求剧减的冲击，

即使部分开发商出现债务支付危机，银行危

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却难再现。再加上味政府

主导下的保障房建设，能减缓投资增速的下

滑，从而助推经济实现软着陆。

提防临界点提前到来

自从商品房市场体系建立以来， 房价

经历连续

12

年的小跌大涨，房价必涨论已

是国民共识。 这在房价拐点未现前看似理

性的选择， 常常成为引发房价泡沫破灭的

合成谬误。

常识告诉我们，大城市房价泡沫很大。

当打工皇帝唐骏自称 “连我这样的人都买

不起房子”之时，地产大鳄任志强仍在预测

房价不会下跌，因为“国家从来没出台过让

房价下跌的政策，只是在控制房价的涨幅。”

唐骏认为房价高，参照物是居民收入；

任志强看涨房价，赌的是政策托市。从全球

房市泡沫史来看， 政策失灵就像市场失灵

一样难以避免。

1984

至

1991

年，日本城市

地价指数上涨

119.77

倍，而零售物价指数

才上涨

10.8%

。 当时全球资本做多日本房

市和股市的根由， 在于坚信日本特殊性存

在的合理性”， 即日本市场受政府操纵，高

股价和廉价资本政策均是政府发展经济的

政策性调控手段。

翻开人类的金融危机史， 人类对创造

繁荣的自豪感往往过度， 以至于试图在诸

如“新经济”的标签上贴上永恒的记号。 从

荷兰郁金香泡沫破灭开始， 金融泡沫大多

起源于实体经济的过度繁荣， 终结于虚拟

经济过度泡沫。按照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

假说”，稳定最终是不稳定的，因为稳定会

引起资产价格的膨胀以及信用过量。

当下，顶着经济全球第二的称号，房价

必涨论的中国版本甚嚣尘上， 强调中国特

殊性者占大多数，“这次不一样” 综合症成

为唱多派的武器。 在政策无意终止高房价

稳定期的背景下， 预测哪一根稻草将压垮

牛背，无疑是吃力不讨好。 只不过决策者

要在高房价的钢丝上控制通胀，难度如在

针尖上跳舞。

（作者为深圳媒体评论人士）

高房价是控通胀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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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爬行如蜗牛，居然领涨冠全球。

官方公告虽出彩，收入缓增难遮羞。

数字掺水无意义，国际质疑有因由。

忠言逆耳多倾听，藏富于民国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