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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秀艳

国新挂牌未触动国资体制根本

经济时评

冯海宁

李 克

财经杂谈

元来如此

肖国元

从文凭的信号意义

看南科大前景

近日，酝酿已久的国新公司终于挂

牌。 据介绍，它的两大使命为配合国资

委推进央企重组和整合央企整体上市

后存续企业资产和其他非主业资产。 既

非市场盛传的中国版淡马锡和中投二

号， 又非生产经营企业和投资公司，更

像是类似于

1999

年成立的四大资产管

理公司，即央企“清道夫”。

近年来，市场预期国新公司成立将

改变当前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之布局，最

终使国资委从目前集婆婆和老板双重

身份中走出来，专司国有资产的监管工

作。 不过，就目前国新公司初步的职能

定位看，尚无法承载变革国有资产管理

体制之负重，国资委婆婆加老板的角色

问题依旧未得到有效突破。

国资委自

2003

年成立以来， 一直

就如何匡定三定方案在不断探索。 当时

国资委被赋予管理和监督国有资产两

项职能，并形成了国资委———央企两层

架构，其中国资委代行国有资产出资人

资格和监督管理职能，而运营为具体央

企把握。 由于国资委属于国务院特设的

事业编制， 其行政级别为参照正部级；

而当时大部分央企如中石油等都也是

参照正部级的企业，由此可见体制的内

在矛盾。

2008

年

10

月

28

日《国有资产法》出

台，为国有资产管理明确出资人、运营者

和监督者的角色提供了法律框架。虽有法

律依据， 但在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权方面，

国资委与财政部间的职能定位和“争夺”，

影响了酝酿中的国新公司的功能定位。显

然，国新公司的职责定位，是为国资委与

财政部利益平衡之产物。 由此也不难理

解，国资委期待借助国新公司促使国资管

理实行三层架构 （国资委—资产管理平

台—央企）的设想，尚需继续努力。

若当前新设立的国新公司作为真

正的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平台，使国资委

专司国有资产的监督职能，那么势必在

央企经营利润的红利分配方面占据更

为有利的地位。 即国资委可以借助国新

公司之平台，向央企征收利润分红用于

国有资产的重新配置和再投资。 这意味

着央企利润分红方面财政部的权限将

受到一定限制———财政部一直希望把

国企分红作为其财政专项收入之一，同

时对央企而言也意味着其利润支配份

额受到影响。 因此，当前国新公司定位

为类似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职能，虽在

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 即便国新公司定位为整合力

度更大、 可以配置现有央企的资产和利

润的代理出资人， 依然不能算是国有资

产改革合乎逻辑和规则的正解。 央企等

国有资产所有人为全民， 理论上其出资

人之委托主体为全国人大； 作为国务院

特设的事业单位， 国资委代行国有资产

出资人职能是国务院授权， 而非全国人

大授权。 即全民把出资人资格委托代理

给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委托国务院、国务

院托付给国资委， 然后是具体的央企和

目前的国新公司， 最后委托给各级国企

管理层负责运营。 如此之长的委托代理

链条， 不可避免地导致较高的委托代理

成本。 因此，要依据《国有资产法》规定，

明晰国有资产的出资人、 运营者和监管

者之职能， 应该首先是从源头上理顺和

简化国有资产的代理人链条。 即国资委

从目前的国务院特设机构变身为人大特

设机构， 通过人大直接赋予其出资代理

人资格， 然后国资委通过成立国新公司

分离出国有资产投资运营职能， 专司出

资人监督功能———如

2006

年国资委向

央企派遣外部董事，履行国资监督职能。

因此，当前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尚需从根

本上厘清其产权代理关系， 否则代理链

条过长，监督难以有效推进。

当前国新公司的职能“收缩”为类

似清道夫的角色，离此前外界的预期较

远， 即便如此其清道之效果也有待考

证。 通过国新公司，有助于推进央企的

主辅分离，同时对资产质量不高的企业

通过从央企剥离有助于促使央企轻装

上阵，并推进整体上市，而剥离后的低

效资产通过国新部门的专业整合重组，

焕发活力，最终通过进一步培育成高效

率的国有资产或市场出售完成退出。

然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作为

一个人员配备、运营经验等都属于从零

做起的企业，能否胜任如此高运营难度

的功能。 事实上，

1999

年的四大资产管

理公司就被赋予了其不良金融资产清

道夫职能，但经验的缺乏使其效果未达

到预期。 国新能否超越四大资产管理公

司，并不乐观。

事实上， 当前国有资产的主辅分

离、优化重组，央企本身完全可以通过

市场化手段，如借助产权交易所、资本

市场等实现，而且拥有待出售和整合资

产的央企，本身要比国新更了解其资产

质量状况和所拥有资产的市场定价。 而

一旦可以通过国新这个平台无偿划转

或定价出售，则很可能使国新的整合重

组平台变成其他央企甩包袱和抬高资

产价格的舞台。 如通过无偿划转将粉饰

主业，并削弱国资委对央企管理层业绩

考核的客观真实性； 同样若定价出售，

则央行很可能抬高待售资产价格，从而

使国新平台变相成为利益输送的通道。

由此可见，国新的成立确实为国资委

进行资本运营和并购重组提供了平台，但

国新公司要真正促使国资委专司国资监

管， 并摆脱其婆婆加老板之双重身份局

面，尚需要新的探索和实践。

“煤贪跌倒 财政吃饱”发人深思

山西省纪委、监察厅、煤焦专项办

22

日联合召开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

争新闻发布会， 通报全省煤焦领域反

腐败专项斗争查办案件情况，据悉，山

西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开展两年

多来， 共清缴各类违法违纪资金

304.14

亿元，相当于山西省

2009

年地

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近三分之一。

仅在今年的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

斗争中， 山西就有

906

名党员干部受

到党纪政纪处分， 其中， 厅级干部

7

人， 县处级干部

109

人， 乡科级干部

262

人，这一反腐成果由于腐败人数众

多而让人惊诧，但舆论似乎更关心“清

缴资金抵

1/3

财政”，值得深思。

许多人看了这一消息的第一反应

是“煤焦反腐，财政吃饱”。 此话虽然丑

了一些，也过激了一些，但所揭示的问

题我们需要重视。否则的话，再过两年，

清缴的问题资金或许可抵

1/2

财政。

“煤焦反腐，财政吃饱”这一说法，

在笔者看来， 至少有三层含义值得我

们反思：

其一， 煤焦领域难道非要成为腐

败高发领域吗？ 在中国有一个怪象，往

往暴利行业就是腐败行业，如房地产。

我们既然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为何

不早进行重点防范呢？ 难道非要等到

腐败造成严重后果之后才查处？

其二， 还有多少问题资金没有发

现和清缴？ 今年有媒体披露，山西蒲县

原煤炭局长身家逾

7

亿，在北京、海南

等地就有

35

套房产。 如果这些腐败官

员没有被发现， 显然其所牵扯的问题

资金也不会浮出水面。 显然，煤焦反腐

目前在起点，还没有到终点，该领域还

有不少腐败官员没有被“挖”出来，自

然还有不少问题资金没有被发现。

其三，“清缴资金抵

1/3

财政”是反

腐成绩还是反腐败绩？ 表面上看，没有

大力度的反腐， 就不可能清缴这么多

的问题资金。 但我们反过来想一下，如

果我们的反腐“预防针”打得及时、到

位，还会有这么多人腐败吗？ 还会有这

么多的问题资金吗？ 因而， 我们在为

“清缴资金抵

1/3

财政”喝彩的同时，还

应该检讨。

另外， 在如此腐败背后有多少矿

难？ 公共财政又为各种矿难及事故付

出了多少成本？ 如果计算腐败损失的

话， 我以为还要把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损失估算进去。 有人建议把山西反腐

败“成果”在全国巡展一下，尤其到房

地产等腐败高发领域巡展一下， 我是

支持的，这可以给官员们、行贿者们很

好地上一堂“廉耻课”。

南方科技大学筹办至今

3

年

多，仍未拿到教育部的招生批文。

12

月

17

日，没有“准生证”的南科

大发表声明称： 在没拿到教育部

正式招生批复的情况下， 学校将

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和文凭。

没有教育部的认可、 自发文

凭， 南科大似乎是在拿自己的前

途下赌注， 令好心的旁观者为它

捏了一把汗。不过，依朱清时先生

的高瞻远瞩， 我以为南科大的险

是值得一冒的。 这不，在

12

月

18

日举行的南科大

2010

年教改实

验班自主招生咨询会议上，现

场 的 火 爆 程 度 超 出 校 方 预

计———

600

多名学生到场，再加

上众多家长，主办方不得不临时

增加了两场咨询会。这是不是说

明南科大的举动大有一呼百应

的效果， 说明同心同路的大有人

在？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理论

上证明南科大之举有着成功的内

在属性。

众所周知， 文凭是一个人获

得教育的资历证明。 文凭所包含

的所学专业、 接受教育的程度以

及就读学校等信息从不同方面显

示这个人的能力与素质。 按照信

息经济学理论， 一个人的文凭是

这个人向劳动市场发出的信号，

用以标志自己，区分别人。而招工

单位可以凭借文凭招聘到自己满

意的员工。 作为历久弥新的识别

方法， 文凭所包含的信息具有甄

别人才的重要功能。 这也是人们

不惜代价投资于小孩教育、 想方

设法挤进名校的根本原因。

不过， 这里有一个暗含的前

提条件， 即文凭能真实地反映个

人的素质与能力。 倘若文凭与实

际脱节， 是一个没有相称内容的

虚假标志， 那么文凭所显示出的

信号意义就会消失。 这会造成劳

动力市场的混乱， 使招聘单位面

对文凭而无所适从。

1990

年代末以来， 随着高校

扩招， 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高

达

600

万人。 由于扩招，就业市场

竞争激烈，许多大学生面临待业、

失业的窘境。 虽然人数多是大学

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原因之

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

的原因是僵化的教育体制培养出

的学生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以

致学生走向社会后很难受到用人

单位的青睐。 数据显示， 从

2003

年以来， 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保

持在每月

1500

元左右，但同期农

民工的月薪由

700

元跃升到

1200

元。 在

2008

年毕业的近

600

万毕

业生中， 约有三分之一未能在毕

业后一年内找到工作。

文凭含金量下降是一个普遍

存在而不容忽视的现象。 这就要

求教育产业必须及时改革， 跟上

时代节拍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

需要。 但是教育改革的滞后是毋

庸置疑的。

30

年来，除了恢复高考

制度、 扩大招生规模与实施所谓

的教育产业化政策之外， 高等教

育在招生选拔、课程设置、教学内

容、 教育方法等方面几乎没有大

的变化。 即使某些方面有些新花

样，大体上也是穿新鞋走老路，陈

陈相因。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对

教育改革的呼声颇高，期望很大。

南科大的出生可谓适逢其时。

如前所述， 文凭是一个学生

学习资历的显性凭证———人们

一看到文凭，就可以知晓其能力

与素质，就像产品商标一样。 但

是， 当假冒伪劣横行的时候，仅

凭单一的商标去购买商品要冒很

大的风险。因此，不想鱼目混珠的

厂家都会自立门户， 打出自己的

字号与品牌。从这个角度来看，南

科大自主招生、 自己发文凭的做

法具有惊世骇俗、 革故鼎新的重

大意义。

文凭是学生质量的信誉证与

保证书，是以学校名誉做背书的。

从此可以看出， 只要文凭与学生

品质吻合， 有没有谁认可是次要

的。 我们知道，教育部认可也不是

与生俱来的。 从文凭的发轫历史

来看， 是先有文凭， 后有认证认

可。 而认证认可的目的是为了强

化文凭的权威性。 如果认证机构

不能保证文凭的真实性与含金

量， 独具形式的文凭是一文不值

的。 也因此，即使到现在世界上好

些国家仍没有统一的政府机构来

认可学历文凭， 而是让学校自己

规管文凭的发放， 让市场去甄别

文凭实力与内涵。

如果我们的文凭没有了自证

的能力， 那么想办法改进是当务

之急。 这种改进可以从两方面下

手： 一是国家对教育体制进行大

改革，以提高教育效率，培养出高

质量的学生；二是学校自立门户，

突破藩篱，冲出重围，实施一套行

之有效的教育制度。 显然，南科大

选择了后者。

南科大创校校长朱清时在深

圳已经呆了一年多。

2009

年

9

月，

他从深圳市政府接手创办南科大

的重任。 直到今年

9

月

29

日，教

育部才批准南科大筹建。 南科大

希望从今年开始招生。 可得到的

最终答复是： 允许该校和中国科

技大学联合招生， 但附带一个条

件， 招的学生必须是中科大的学

籍。 这么一来，南科大的改革试点

就变成了中科大在深圳的教学

点，相当于一个培训机构。 按照旧

的规章制度， 南科大一步到位地

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的目标是不

可能实现的。 这些规章制度规定：

要想创办一所新的高校， 只能先

办大专或学院， 若干年后办得好

的，评审合格，再升成大学。 然后

再一个个地申请硕士、博士点，几

十年后才可能建成一所研究型大

学。 在朱清时看来，正是这些规章

制度的弊端， 剥夺了大学招生和

授学位的核心自主权， 导致我国

大学缺乏内在的发展活力。

有人担心， 南科大的学生如

果拿不到国家承认的文凭， 就业

与工作会遇到麻烦， 自己的权益

得不到保障。 这样的担心并非无

中生有。在行政权力过于强盛的社

会里， 要卡住异类的脖子是件轻

而易举的事。 但是，有朱清时先生

的智慧垫底，加上深圳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我想南科大要创出一

片新天地并非不可能，从南科大

毕业的学生一定会受到社会的

欢迎。

令人真正担心的是， 南科大

在拿到教育部的出生证、 争取教

育部文凭认可之后放弃了自己的

独立性与原则性而混身其中，与

世无争地平淡下去。

�国情特殊论的调子还能唱多久

最近，朋友发来一短信：市场对政

府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已经失去信心了，

我就是因为相信政府，才把手头多余的

一套房子和房地产股票全部清空了，杯

具！

杯具的何止是这位朋友呢？ 房价到

了这个地步，普通的供求定律已经无法

解释，而之所以供求失灵，盖因货币因

素扰乱太多。 为应对危机，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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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贷款冲出去，终于成功地引发了全民

的货币贬值恐慌。 在缺乏其他更有效的

投资渠道的情况下，五千年农业社会形

成的地主心理终于被史无前例地激发

开来。 房子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居住之

所，而是承载人们财富的工具，是人们

对抗货币暴政的武器。 货币不回收，人

们对贬值的预期不改变，无论多少房子

出来都会被抢购一空。 而且抢购之后，

既不出售，亦不出租，因为谁都明白在

货币泛滥的情况下， 有限的筹码的金

贵。

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好年景能持续

多久。 经济学家明斯基曾提出一个金融

危机的三段论模型，经济从稳定到崩溃

会经历三个阶段：投资、投机与庞氏骗

局。 投资阶段的经济是踏实的，因为债

务人归还本息资金来源于自己的经营

所得； 投机阶段则孕育不稳定因子，此

时经营所得已无法偿还借款，只能依赖

于别人高价收购自己的资产；庞氏骗局

阶段则已经陷入了危机，如果没有新的

借款资金，资金链瞬间便会崩溃了。 不

必回溯太久，尚在进行中的次贷危机便

是这样发生的。

许多人会搬出中国国情特殊论，论

据有：一、房地产是经济的支柱，政府为

了保增长断然不会让房价下跌。 若真出

现下跌迹象， 则政府又会开闸放水，例

如

2008

年救市。

2008

年给人的印象太

深刻了，而且结局是如此的美妙，剧中

人盗梦正欢，不愿醒来也情有可原。 可

货币放水如寻花问柳，偶为之或无伤大

雅，沉湎于此则或染柳巷之疾，或成中

干之躯。 二、中国人刚需大，你不买房丈

母娘也逼着你买。 如前所述，目前的房

子已经丧失了作为居住之所的意义，其

价值存续之逻辑只在于货币支撑。 目前

房地产之局正处于明斯基投机阶段无

须怀疑。 刚需买的是作为居住的房子，

不是高入云霄作为投机品的工具。 （何

况从人口结构比例来看，刚需究竟有多

少，是个值得怀疑的命题，有兴趣的朋

友可以查查中国的人口比例数据。 ）

在全球经济连为一体的情况下，一

国资产之价格已不能完全为自己左右。

美国经济正在加速复苏，从近日国债收

益率来看，市场已经开始意识到通胀近

在眼前。 如明年下半年经济复苏趋势确

立，则美元反转概率极大，被驱赶到新

兴市场的数以万亿的套息货币将撤出。

重温一下

1990

年代的历史。

1990-1991

年美国经历了一次小幅的温和衰退，美

联储放松货币予以应对， 美元指数从

101

下跌到最低的

78

点，大量的美元流

入了当时的经济增长焦点东南亚诸国，

热钱一度使得曼谷的房价直逼纽约。 但

这次衰退很快退去，伴随美国经济的恢

复，美元从

1995

年进入强势周期，

1997

年重新回到了

101

点左右。 潮水退去，

裸泳游戏结束，东南亚以一次金融危机

结束了之前激情燃烧的岁月。

奥地利学派曾言， 以货币放水刺激

经济，犹如手擒老虎尾巴控制猛兽。一旦

抓上了老虎尾巴， 则放手会使得老虎反

转扑身，抓牢不肯松手，则迟早为老虎的

撺掇累死身体。 除非你一开始便不抓这

个尾巴，用其他更好的办法控制老虎。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

赵乃育 /图

孙 勇 /诗

火锅底料藏猫腻？这在当下不稀奇。

刚骂商家钻钱眼，又见烹协耍奸计。

包庇逞能靠同盟，监督生效需独立。

儿子犯错老子捂，公众心里最来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