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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作为 “金砖四国”

（

BRIC

）轮值国主席的中国，已经

正式邀请南非加入 “金砖四国”

集团，这样就使南非成为了该集

团的第五国，而“金砖四国”也就

不只四个国家了，因而该集团的

名称也就改为 “金砖国家”

（

BRICS

）了。

邀请南非加入缘于地缘政治

尽管这一举动是由俄罗斯

首先提出、 并且经过四国充分

磋商而作出的决定， 但笔者仍

然认为，邀请南非加入“金砖四

国”，更多的是着眼于地缘政治

的考量， 而不是出于经济关系

的需要。

南非是非洲大陆最大的经

济体，同时，中国也是南非最大

的贸易伙伴国，但是，南非的经

济规模依然较小。

2009

年，南非

总人口为

4932

万人， 国内生产

总值为

2888.48

亿美元，比

2008

年的

2762.74

亿美元增长

4.6%

；

南非政府预测，

2010

年南非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率将达

3%

，其中，

包括南非世界杯对经济增长贡

献的

0.5%

。 南非财长普拉温·戈

尔丹不久前预测，南非国内生产

总值

2011

年至

2013

年的增长

率将分别为

3.5%

、

4.1%

和

4.4%

。

南非的经济规模不及 “金砖四

国” 中规模最小的俄罗斯的三

成，南非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及

东盟的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从

人均

GDP

来看，南非

2009

年已

经达到了

5857

美元， 远远超出

了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进入

了比较发达国家的行列。 所以

说，邀请南非加入“金砖国家”，

应该并非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

度来考虑的。

高盛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

家吉姆·奥尼尔当初之所以率先

提出“金砖四国”这个名词，首先

是着眼于在新兴经济体中，其人

口规模、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其对

全球经济的影响最为显著的四

个国家。 “金砖四国”国土面积占

世界领土总面积的

26%

，人口占

全球总人口的

42%

。根据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统计，

2006

年至

2008

年，四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

10.7%

。 而“金砖四国”一词提出

后，很快就得到全球经济学家的

认同和关注。 被称之为全球新兴

经济体的 “领头羊”。

2009

年

6

月，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了

首次“金砖四国”外长会议。 会后

四国外长签署联合声明，表明四

国在世界发展和国际安全迫切

问题上的统一立场。 自此，“金砖

四国”集团开始形成，在国际上

的政治经济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南

非的加入，无疑有助于增强“金

砖国家”作为一个国际集团的影

响力。 “金砖四国”分布于亚、欧、

美三大洲，而当前经济快速发展

的非洲大陆，目前还没有一个成

员国；南非作为非洲最大的经济

体， 在非洲具有较大的话语权，

其对非洲各国的影响不容小视。

因此， 邀请南非加盟 “金砖国

家”， 无疑有助于改善 “金砖国

家”的地缘分布，有助于增强国

际代表性和国家影响力。

印尼或成下一个金砖国家

如果按照首先发明“金砖四

国”一词的吉姆·奥尼尔的本意，

从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的

角度来看的话，印度尼西亚比南

非更有资格成为下一个被邀请

加入“金砖国家”集团的国家。

印尼是东盟最大的经济体，

无论是人口规模、经济规模还是

经济增长速度，印尼都远远超过

了南非。 更为重要的是，“金砖四

国” 之所以受到全球重视和关

注，是由于他们属于新兴经济体

的“领头羊”，而从国家的经济发

展阶段来看，印尼属于新兴经济

体，而南非则已经是经济比较发

达的国家。

由于印尼具有资源优势、人

口红利等后发优势，其经济发展

前景十分光明，渣打集团的一份

研究报告则称， 印尼将在

2020

年晋身世界经济十强，并在

2030

年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强国。

2010

年

11

月

25

日，印尼外交部

东盟合作总署长巢哈利在雅加

达称，全球经济版图正由西方转

移至东方。 他预测，再过

10

年，

中国全年毛产值增为

24.6

万

亿美元登上世界 “第一把交

椅”， 美国则以

23.3

万亿美元

陪次席， 印度以

9.6

万亿美元

居第三， 日本以

6

万亿美元居

第四， 巴西以

5.1

万亿美元居

第五， 而印尼以

3.2

万亿美元

的毛产值居第十位。

从地缘政治来看，印尼同样

具有独特的、不容忽视的重要战

略地位。 首先是印尼紧扼马六甲

国际水道之咽喉，对维护原油等

国际货物的海运安全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其次是印尼拥有丰

富的煤炭、铜、石油、燃气、森林、

橡胶、渔业等自然资源，在全球

化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中可

以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和印尼的经济具有很

强的互补性，近年来两国间经贸

关系日益紧密， 发展前景良好。

印尼主要出口产品主要有石油、

天然气、纺织品和成衣、木材、藤

制品、手工艺品、鞋、铜、煤、纸浆

和纸制品、电器、棕榈油、橡胶

等。 主要进口产品有机械运输设

备、化工产品、汽车及零配件、发

电设备、钢铁、塑料及塑料制品、

棉花等。 我们可以看出，除了纺

织品和成衣、纸制品、电器之外，

中国需要印尼的产品，而中国也

可以满足印尼进口的需要。 印尼

贸易部副部长马亨德拉曾经表

示，近五年来，进入印尼的中国

产品显著增加， 从

2004

年的

7.9%

跃升至

2009

年的

19.77%

。

中国在印尼的投资也相应提高，

从

2004

至

2009

年，中国在印尼

的投资增长了

69%

，与中国产品

进口上升成正比。 印尼出口目

标市场也从美国和欧洲转向中

国和印度。 中国海关统计数据

显示，

2010

年

1-11

月，中印尼

双边贸易额

378.2

亿美元，增

长

52.4%

。 其中我国对印尼出

口

195.3

亿美元， 增长

51.4%

；

自印尼进口

182.9

亿美元，增

长

53.4%

； 中方实现顺差

12.4

亿美元。

笔者认为，印尼具备了加入

“金砖国家”的所有条件，下一个

“金砖国家”应该就是印尼。 而另

一方面，中国应该加强密切与印

尼的经贸关系，本着两国互利双

赢的原则，把中国和印尼的经贸

关系推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住房保障立法不妨引入“可抗辩住房权”制度

日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住

房保障法的起草已列入十一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国务院

2010

年立

法计划，并已形成基本住房保障法征求

意见稿。

出台《住房保障法》，从法律的高度

规定和保障公民住房的基本权利， 这在

群众为高房价所苦的今天， 具有重要的

意义，值得期待。 但是，住房保障立法如

何切实保障公民的居住权， 能否落实到

具体的规定和措施当中，却值得思量。 在

我看来， 住房保障立法不妨引入法国的

“可抗辩住房权”制度。

2007

年

1

月

17

日，为解决法国居民

的住房问题， 法国政府部长会议通过了

“可抗辩居住权”法案，承诺增加住房建

设投入，在法国基本实现人人有房住。 法

案规定，从

2008

年

12

月

1

日起，在住房

申请没有收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

5

类住

房困难户———无房户、 将被逐出现住房

且无法重新安顿者、仅拥有临时住房者、

居住在恶劣或危险环境中的人以及与未

成年子女同住且住房面积不达标的人，

可向主管部门要求解决住房问题， 如问

题得不到解决，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百姓无房住、 住不好居然不怪自己

“没本事”， 而可以怪政府， 甚至告上法

庭， 法国政府这种对事关百姓民生的住

房问题的负责态度令人赞叹。 作为发展

中国家， 也许我们的政府财力和财富积

累，不能与法国相比，但法国在住房问题

上的思路和策略， 却对解决我国当前日

益突出的住房难问题， 推进我国的住房

保障立法，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首先， 要学习法国以诉讼来保障公

民居住权的立法手段。 法国政府赋予住

房权可抗辩性， 就意味着无房者可通过

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住房权， 这种极强

的可操作性的立法能确保百姓人人有房

住。 据法新社报道，原先在法国只有受教

育权和保护健康权是可抗辩的， 可见法

国政府对住房问题之重视。 与此相反，居

住权在我国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

我国目前还没有哪一部法律明确赋予公

民居住权，更不要说可抗辩居住权，很多

人想在城市拥有一套住房仍是奢望。

其次，要学习法国政府解决百姓住房

问题的责任担当。 在现代社会，保障公民

的基本生存条件， 是政府的基本职责，而

住房正是公民基本生存范畴。法国政府敢

于表态“无房住上法院告我”，这种勇气和

敢于承担的魄力，应该让我国一些地方政

府和官员感到羞愧。 面对迅速高涨、远超

百姓承受能力的房价，中央出台了一系列

的调控政策。 然而，房价在一片调控声中

“逆势而上”，这与部分地方政府没有切实

担起百姓住房的责任，消极执行中央政策

有关。

2010

年深圳市土地出让计划收入

239.04

亿元， 其中将安排

6.94

亿元用于

保障性住房建设，不到土地出让金总额的

3%

， 这足以说明地方政府在加强保障性

住房建设上的消极态度。

因此， 我们有必要在住房保障立法

中明确规定，房价得不到有效控制、百姓

无房住，当地政府要担责，特别是一把手

要担责。

经济时评

公益地铁票价理应公益优先

日前，在深圳地铁二期部分线路开

通试运营前夕，深圳发布了新的地铁票

价方案，即两个月前票价听证会上三套

方案中最贵的第二种方案。 针对市民的

质疑， 深圳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回应

称：三种票价都符合地铁票价的定价原

则，选哪个方案都不奇怪。 该票价方案

体现合理分担原则，兼顾了乘客的经济

承受能力、 运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

求、政府财政补贴能力，有利于城市轨

道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深圳地铁票价选择最贵方案令人

不满，然而，我以为，深圳市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的回应更令人不满，因为深圳市

发改委站错了位置。 既然三种票价都符

合地铁票价的定价原则，发改委就应站

在市民的立场，选择最有利于市民的最

低票价方案。 这是政府必须坚持的公益

性定价原则，即公益性产品或服务价格

必须公益优先。 北京地铁一直坚持低票

价。 广州地铁票价也比深圳这个最贵方

案低很多。 城市地铁是公益性事业，我

们允许商业性经营，但政府必须牢牢掌

握定价权和监管权。 而深圳地铁票价选

择最贵方案，不是地铁公司抢去了定价

权，就是发改委故意选择了有利于地铁

公司的票价方案。

地铁票价本应召开听证会选择最

佳方案，而深圳决定地铁票价时却把听

证会当成了形式，根本没有把民意当回

事。 今年上半年，深圳市法制办在《深圳

市轨道交通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明确

规定，城市轨道交通票价依法实行政府

定价，应以准公益性原则定价。 而实际

上深圳地铁票价却选择了最贵方案。 三

种方案相比较，方案三比方案一每年减

少收入

4400

万， 比方案二每年减少收

入

8500

万。 毫无疑问，方案三是最有利

于市民的，是最符合政府公益性定价原

则的。 可发改委却选择了最不利于市民

的最有利于地铁公司的方案二。 这样的

选择哪有一点公益优先的意思？

深圳地铁票价选择最贵方案，毫无

公益优先之意，毫无民意可言。 深圳地

铁是公益性地铁，那么地铁票价就应公

益优先，应选择最有利于市民的票价方

案。 如今深圳地铁票价选择最贵方案，

受到了不少市民的质疑，深圳市政府是

不是应该收回那个不得人心的最贵方

案呢？

实话实说

推进国家财富管理战略刻不容缓

金融危机让中国重新审视管理财富

的能力。 在过去

30

年中，中国对外金融

发展具有三个划时代意义的变化：其一，

中国从一个外汇短缺大国发展成为全球

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其二，中国从一个吸

引外资大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净

输出国；其三，中国已经从对外债务国转

变为全球第二大对外债权大国。一方面，

这些变化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和过

程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中国

作为全球第二大债权国却面临不成熟债

权国的种种困境，同时“藏汇于国”的制

度增加了货币被动超发的巨大压力，因

此改变现行管理模式， 推进国家财富管

理的长期战略已经刻不容缓。

截至

2009

年底，全球外汇储备已增

加至

8.1

万亿美元，中国拥有

2.4

万亿美

元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近三成，位居

世界第一。 除了中国拥有全球近三成的

外汇储备外， 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占比接

近

7%

，印度、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外汇储

备占全球份额也超过或接近

4%

， 巴西、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外汇储备占全球份

额都在

2%

以上，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储备

份额总和已经远远超过

50%

， 新兴市场

纷纷成为净债权国。

与此相对应，截至

2009

年底，全球

外债余额总值为

56.9

万亿美元， 美国、

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

爱尔兰、 日本和瑞士分别列全球外债排

行榜的前

10

位。这一债务排行榜几乎囊

括了所有经济强国，排名前

10

位的发达

国经济体外债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债务份

额的

82%

，而美国外债余额已达

13.6

万

亿美元，占全球外债余额的

23.9%

。

发达国家成为债务国， 而新兴发展

中国家成为债权国， 这种格局是如何形

成的？事实上，全球经济中存在着以金融

分工和产业

/

贸易分工为纽带的“双重循

环”机制，在这种双重循环过程中，一方

是美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巨额逆差和资

源性商品输出国、新兴市场国家日益增

长的经常项目盈余，另一方则是充斥着

全世界的美国发行、美元计价的各种金

融资产，尤其美国发行的巨额债券进入

到各国官方的外汇储备和债券市场，为

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融资做出了“隐性

贡献”。

主权财富基金迅速崛起

新兴经济体对外净债权的扩张，需

要为庞大的外储寻找出路， 来提高对外

资产的收益率， 这是当代主权财富基金

迅速崛起的大背景。

当前， 主权财富基金已经成为各国

政府管理外汇资产的重要平台和长期战

略投资者。 据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

统计，截至

2010

年

3

月底，全球范围内

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

3.839

万亿美元，占到同期全球外汇储备

存量的

47%

， 其中一些主权财富基金管

理的资产规模甚至远远超过该国名义外

汇储备规模。 比如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

局管理的资产规模约为该国外汇储备的

13.9

倍， 挪威养老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

也达到该国外汇储备的

8.8

倍。 另外，相

对于外汇储备管理当局， 主权财富基金

的投资范围更广， 担当着本国外汇资产

多元化管理的重要责任。

据估计， 整体上主权财富基金的资

产配置大约保持在债权

25%

、 股权

45%

以及其他资产

30%

的水平。比如，新加坡

政府投资公司的股权投资比例就达到

40%

左右， 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的股

权投资比例甚至达到了

60%

。 据摩根士

丹利公司预计， 主权财富基金每年以

4500

亿至

5000

亿美元的速度递增，到

2014

年，主权财富基金有望超过全球官

方外汇储备总额。

相比之下， 我国主权财富基金不但

规模小，而且股权投资比例小。从规模上

看， 我国主权财富基金主要有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以及全国社保基金等三只，管

理约

3471

亿美元 、

2888

亿美元以及

1465

亿美元的外汇资产，分别占我国全

部外汇储备的

14%

、

12%

以及

6%

； 从投

资结构看， 我国主权财富基金过分重视

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中投公司

2008

年的资产配置中现金类资产占

87.4%

、

固定收益证券占

9%

、 股权投资仅占

3.2%

， 与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平均资产配

置水平债权

25%

、 股权

45%

以及其他资

产

30%

存在较大差异。

应进一步加强主权财富管理

中国该到重新审视债权国地位，高

度关注国家主权财富的时候了。 除了进

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积极发展

本土金融市场外， 应対以外储为代表的

主权财富管理适时转变思路， 要进一步

壮大主权财富基金，加强主权财富管理，

提高主权财富的使用效率。

为此，应建立多元化、多层次外储管

理体系，继续推进 “从金融投资到产业

投资”的债权结构变化，对外资产的股权

投资作为资本辐射功能的具体表现，是

一个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的过程。 要与

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结

合，考虑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

产业并购方面成立能源战略投资基金、

科技创新发展基金以及支持企业发展的

海外并购基金等， 不断提高金融资产和

产业资本的融合度， 搭建连通内外产业

链的实业经济平台， 改变中国长期以来

的“双顺差”型的资本循环模式，切实扭

转全球财富失衡的局面。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

究员、经济学博士后）

截至

2009

年底，全球外汇储备已增加至

8.1

万亿美元，中国拥有

2.4

万亿美元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近三成，位居世界第一。 “藏汇于国”的

制度增加了货币被动超发的巨大压力，因此改变现行管理模式，推进国家

财富管理的长期战略已经刻不容缓。

加息冷箭再度发，沪指跌破两千八。

意外出击央行爱，暗中收缩市场怕。

多头谨慎不给力，蓝筹委靡难开花。

牛熊激辩重开战，少看盘面多品茶。

谁是下一个“金砖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