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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热盼保障房， 孰料开工懒洋洋。

据称任务太繁重， 又说资金很紧张。

卖地捞钱有招数， 安居惠民缺担当。

中央地方在博弈， 问责勿成放空枪。

站上巅峰的体坛个体户

陈力

端午假期中， 送给中国人民视觉盛

宴的是李娜。 她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上一

路过关斩将， 夺得冠军。 大家在电视机

前为她呐喊， 为她助威， 淋漓酣畅。

这两天歌颂李娜的图文很多了， 本

文想换一个角度， 从李娜的故事， 看看

体育管理体制的变化和体育产业的发展

趋势。

在发表获奖感言时， 李娜回顾了本

届法网的征战历程， 感谢了她的团队，

感谢了家人， 感谢了赛会工作人员和赞

助商， 言辞深情而真挚。

记得在去年的冬奥会上， 中国的短

道速滑运动员周洋夺得冠军后， 也说这

些话。 国家体育总局的官员就提示说，

不要只想到家里， 要感谢政府， 感谢国

家。 当时， 全国舆论沸腾， 纷纷指责那

位官员没有人情味。 其实， 那位官员的

提示也找得到根据， 因为在现行体制

下， 运动员是吃财政饭成长起来的， 一

切都是政府包下的， 功成名就后， 感谢

一下国家， 也是应该的。

现在的问题是， 关于运动员培育、

体育比赛等方面的事情， 政府是不是一

定要大包大揽？ 是不是一定要举国家之

力去夺取金牌， 以壮国威？ 没有政府的

参与， 运动员能不能发展？ 很多很多问

题， 政府体育管理部门也在思考， 有的

在慢慢尝试。 李娜的成功， 就得益于职

业体育发展模式的思路转变。

李娜是从 “体制内” 走出来的。 她

曾经也是国家网球队队员， 她的生活、

比赛、 商业活动， 都由政府体育部门管

理。

2008

年底， 国家体育总局网球管

理中心广泛听取意见后， 允许网球运动

员 “单飞”。 这有点像国营企业尝试私

有化。 李娜和几个队友离开了国家队，

自己干， 中国网球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

职业化之路。

李娜的网球职业化生涯也多有曲

折和艰辛， 但很自由。 她想打就打，

觉得累了， 就挂拍读大学。 后来又找

到感觉了， 就重新回到赛场。 她花自

己的钱， 自己请教练， 自己物色经纪

人， 自己支付团队的薪酬和所有开支，

一切自己做主。 为节约成本、 提高效

率， 很长一段时间， 她的老公就兼有

教练、 经纪人、 生活助理等多种角色。

如果她不是个体户， 这做不到。 今年

年初， 她获得澳网亚军后， 有记者问

她， 是什么动力在支撑她， 她说， 为

了奖金。 如此直白， 如果人在 “体制

内”， 立马完蛋。 但是， 没有一个官员

出来批评她， 也没有批评的理由。 她

把网球作为谋生的手段， 想得到高额

的奖金， 就像一个企业主努力想把生

意做好多挣钱一样自然。 李娜成功了，

仅这次法网冠军， 她就拿到

120

万欧

元的奖金。 接踵而来的温网、 美网、

澳网， 还有各种大师赛、 巡回赛、 锦

标赛， 各种赛事频频， 奖金少不了。

更莫说五花八门的广告宣传、 形象代

言、 出场费。 李娜要大富大贵了， 很

多年轻人可能见了眼热， 想跟进她，

李娜行， 我也能行！ 这又促进了网球

运动。

李娜在自己成功的同时， 为国家带

来的荣誉也是巨大的。 站在红土场上

的， 虽然是一个个体户， 此时也代表着

国家。 升起的国旗， 颜色同样的鲜艳，

五颗星也没有少一颗。

个体户， 本是改革开放之初的称

谓。 当时人们还在为民营经济的萌芽

争论不休， 没有谁能预见到中国经济

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壮观。 李娜作为

当今的体育个体户， 制度上没有人争

议了， 而且可以预见， 她的成功， 是

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开始。 体育

的意义， 从根本上说来， 一个是健身，

一个是娱乐。 当我们从它身上卸去沉

重的政治使命之后， 会发现很多事情

可以做， 很多钱可以赚。 如国际上成

熟的经纪人产业， 公司制的俱乐部，

产业化的联赛， 有偿的传媒服务及广

告， 等等。 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正在发

生大的变革。 说不定什么时候， 中国

的足球、 篮球俱乐部也开始发行股票，

做了球队股东的球迷， 是忠诚度多高

的球迷啊！ 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 大

家都不要诧异。

企业内设“调解委”

中看不中用

许朝军

日前， 人社部就 《企业劳动争议

协商调解办法 （征求意见稿）》 征求

民意。 根据征求意见稿，

300

人以上

的企业应设立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

会；

300

人以下的企业， 可以设立调

解委员会或由职工和企业推举调解

员， 开展调解工作。

根据征求意见稿的要求， 调解委员

会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约束力， 双

方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 同时， 为了增

强调解协议书的执行力， 规定双方当事

人达成调解协议后， 可以共同向仲裁委

员会提出申请， 仲裁委员会受理后适用

简易程序对合法有效的调解协议出具仲

裁调解书。 一方当事人在协议期限内不

履行的， 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从这个程序保证性解读

中， 我们不难体会到设立企业调解委的

初衷： 让劳动争议的处理更加直接、 快

捷、 有效。 从这个意义上看， “企业调

解委” 在处置劳动争议案事件中的作用

确实值得期待。

但关键是， 企业劳动争议毫无例

外都具备一个特征， 那就是企业主权

益和职工权益发生冲突， 而企业主解

决冲突的方法和措施都是利己行为而

不是利他行为。 如果是这样， 那么在

劳动争议的调解处理过程中， “企业

调解委” 成员到底会代表谁的利益、

会替谁说话， 将让劳动争议事件中职

工方最难以放心。

根据征求意见稿的规定， “企业

调解委” 由职工代表和企业代表组

成， 职工代表由工会成员担任或由全体

职工推举产生， 企业代表由企业负责人

指定。 也就是说， 调解委的所有成员其

实都是企业的员工性质的对象。 如果是

企业指定的调解委成员， 在劳动争议调

解中毫无疑问必然是代表企业的利益和

评价观。 而职工代表委员虽然来自于职

工， 具备体现职工权益的表面特征， 但

实质上， 这些职工代表皆因工资收入等

原因而受制于企业， 因此， 其调解的公

平、 公正性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要想让 “企业调解委” 充分发挥作

用， 就必须保证一个前提， 那就是能独

立调解。 因此， 对于 “企业调解委” 的

职责定位， 就应该以价值中立为取向。

首先， “企业调解委” 必须是劳动争议

调解政策法规的宣传机构， 必须按照要

求及时完成劳动争议调解法律法规的宣

传和普及， 这个任务可以由劳动仲裁机

构和劳动监察机构下达给企业， 由企业

委托 “调解委” 去履行。 其次， 劳动争

议信息调查、 报送、 沟通责任可由 “企

业调解委” 承担。 一旦企业发生劳动争

议， “调解委” 必须及时将相关信息上

报上级劳动仲裁机构和劳动监察机构，

并将争议的发生前提、 进展情况以及后

续情况等及时上报， 然后受劳动仲裁机

构和劳动监察机构委托， 完成相关信息

收集和与企业方的信息沟通、 反馈任务。

其三是赋予 “企业调解委” 对于仲裁调

解执行落实的监督检查责任。 这样虽然

貌似离直接调解有些远， 但同样是在履

行调解责任和职责， 这远比那种中看不

中用的虚设机构要现实得多， 其在劳动

争议中的作用也更值得期待。

从股市供求现状觅通胀管理之道

王勇

当前， 通胀问题依然是政府部门高

度关注的问题。 今年年初， 政府就将稳

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为

“十二五” 开局奠定一个良好的货币信

贷环境。 但从已经过去的

5

个月的金融

运行情况看， 金融调控效果并不十分理

想。 笔者认为， 当前环境下我国股市走

势及其政策调控方面的经验， 或许能够

给抑制通胀带来一些启发。

不差钱与股市低迷并存

今年以来， 流动性过剩现象比较严

重。 央行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前

4

个

月， 银行新增贷款近

3

万亿元。 海关总

署数据显示，

4

月份中国贸易顺差远远

超过市场预期， 突破了

100

亿美元， 达

114.3

亿美元。 顺差的增加无疑会带来

央行外汇占款的增加， 进而加大了央行

基础货币的投放数量。 此外，

4

、

5

月

份公开市场到期资金量均超过

5000

亿

元， 这也成为助推市场流动性过剩的重

要因素。 但在我国流动性过剩现象日益

严重的背景之下， 股市却连续低迷， 尤

其是近

1

个月来， 二级市场成交量严重

萎缩。 资料显示，

2005

年

6

月份股市

低迷的时候， 沪市日成交金额维持在约

40

亿

~60

亿元，

2008

年

9

月份股市低

迷时， 沪市日成交金额维持在约

200

亿

~500

亿元， 如今沪市日成交金额维

持在

600

亿

~700

亿元。 同时，

A

股市

场资金呈现出持续流出现象。 而且， 近

期

A

股市场日均换手率已跌至

0.76%

，

不断创出新低。 二级市场的萎靡不振也

使一级市场打新热情降至近年来的低

点。 统计显示， 今年

1

月份单周平均申

购资金为

6372

亿元， 较去年

12

月下降

42%

；

2

月份平均每周申购资金为

6106

亿元， 环比下降

4%

；

3

月份平均每周

申购资金为

5010

亿元 ， 环比下降

18%

；

4

月份平均每周申购资金为

2765

亿元， 环比下降

45%

； 而

5

月份平均

每周申购资金仅为

1240

亿元， 环比降

幅过半， 更较去年同期下降

87%

。

调控政策令股市供过于求

当前的股市从市盈率上讲， 许多上

市公司目前已经处于历史的低位。 而且

从表面看， 一些上市公司尤其是商业银

行的业绩并不错， 盈利能力仍然十分强

劲， 可是为什么投资者对这些却视而不

见？ 主要原因是股市 “超量供给” 政

策： 第一，

IPO

大扩容， 平均每天至少

发一只新股， 创历史之最， 也创世界之

最； 股改还没彻底完成， 就不断推出新

的融资板块； 第二， 融资 “大跃进”，

造成股市缺血， 股民失血。 统计显示，

今年前

5

个月，

A

股市场的首发、 增发

和配股共计募集资金达到了

3625.4

亿

元； 公司债、 可转换债和可分离债共计

募集资金则达到了

758.7

亿元。 也就是

说短短

5

个月之内， 证券市场融资累计

已经达到了

4384

亿元。 除了首发融资

略有减少之外， 股票再融资和债券融资

同比均出现了大幅增长， 幅度分别达到

了

197%

和

235%

， 总融资增长幅度则

达到了

56%

。 第三， 大小非减持欲望

强烈。 据统计， 今年以来，

A

股日均减

持数量为

4

亿

~5

亿元左右， 其中

5

月

份日均减持量超过了

5.4

亿元。 而根据

以往的特征， 股市越差， 股东的减持欲

望越强。 这对处于弱势的二级市场， 无

疑又是雪上加霜。 正是上述政策， 形成

了股市的股票严重供过于求， 但政策却

依然还在鼓励加大供给。 市场需求微

弱， 但政策却不断抽紧进入股市的资

金。 加息、 提高存准率， 表面上看是针

对银行的， 但上市银行在股市上的疲软

表现， 会不可避免地引领股市日复一日

地经受磨难并每况愈下。

供求并举定能根治通胀

不过， 管理层 “超量供给” 的股市

政策， 却给我们解决棘手的通胀问题带

来了重要的启示。 要想有效抑制通胀，

也应当像股市调控政策那样， 实现 “供

求并举， 以供为主”。 为此， 管理层应

当从如下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 增加生产， 增加市场供给。

当前， 物价不断上涨的原因主要在于供

不应求和流动性过剩。 那么， 要想抑制

通胀， 确保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就

必须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积极支

持大力增加生产， 增加市场供给， 尤其

是促进农产品生产的扩大和流通的协调

发展。 同时， 在当前部分地区煤电油供

应趋紧情况下， 应采取综合性措施， 增

加生产， 保障煤电油稳定供应， 确保顺

利迎峰度夏。

其次， 对流动性管理应重在 “疏”

而不在 “堵”。 在目前我国经济存在

“滞胀” 风险的情况下， 央行要改变以

往对流动性一味 “堵” 或 “收” 的做

法， 代之以 “疏”， 即通过制度建设对

过剩流动性进行疏导， 使其有效运用于

实体经济， 有效运用于打井抗旱和农田

水利建设， 有效运用于农产品供应链信

贷， 以优化信贷结构， 确保信贷质量和

效益。 而流动性管理中的 “堵”， 主要

就是要防堵热钱流入、 严格控制 “两

高一资” 项目以及地方融资平台项目的

贷款投放。

再次， 调控政策应促进股市健康稳

定向上。 股市持续健康稳定向上， 可以

吸收一部分流动性进入股市， 甚至可以

锁定一部分流动性， 所以， 也是抑制通

胀的有效策略。 希望管理层尽快改变股

市事实上的 “融资市” 思维模式， 重塑

股市投资功能， 加强对股市的呵护和培

育， 营造良好的股市运行环境。

（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

院教授

，

经济学博士

）

赢回投资者信赖

基金业需多管齐下

肖玉航

近日， 笔者对中国基金网中的

基金净值进行了统计， 其结果让笔

者感到非常震惊、 心情沉重。 基金

业发展这么多年来， 经常性听到、

看到基金数增加， 但其业绩却在大

幅度下降， 而其中四毛、 五毛净值

的基金， 更是加大了笔者对基金机

构风险加大的认识。 一方面是基金

持有人亏损， 另一方面是管理费保

持增长， 高管收入增长， 而随着净

值的不断下行， 信用风险、 经营风

险日趋明显， 社会对基金的看法正

在发生转变。

从中国基金业发展历史来看，

不能否认其对于促进资本市场走向

成熟的积极作用， 但从中国基金业

运作模式与体制来看， 必须注意到

其风险在累积。

2005

年、

2008

年

两次政策性救市， 使得部分基金净

值回升， 政策性收益明显， 随后，

我们看到， 在基金家数增加的背景

下， 基金业绩却出现大幅下滑。 公

开信息显示，

2007

年底， 中国

59

家基金公司的基金总份额达到了

2.234

亿份， 管理的资产总规模近

3

万亿元。 此后， 公募基金行业就

开始了原地踏步； 截至

2010

年底，

中国的基金公司增加到

63

家， 管

理的基金总份额为

2.29

万亿份，

管理的资产总规模为

2.44

万亿元。

在长达

3

年多时间里， 中国基金行

业无论是总资产规模还是总份额，

基本都没有增长， 甚至下降。 而与

此同时， 基金业高管、 基金经理等

收入疯狂上涨， 从去年年报来看，

在股票型基金总体亏损的背景下，

整个基金业收取的管理费高达

302

亿元。

根据截至

2011

年

6

月

2

日的统

计， 不考虑

QDII

基金以及刚成立不

久还未建仓完毕的新基金，

5

月份

偏股型基金业绩全线告亏。 今年以

来， 标准股票基金的平均单位净值

增长率为

-10.79%

， 而同期上证指数

跌幅仅

2.3%

。 其中

5

月份对负收益

的 “贡献” 最为显著， 当月偏股型

基金整体下挫

8%

。 笔者通过初步测

算发现， 目前虽然基金产品仍在发

行， 但基金公司管理的资产总规模应

出现了不小的下跌， 有回到

5

年前水

平的趋势。 基金中长期亏损与持有人

利益受伤害、 高管收入增加与管理费

大幅提高， 都显示基金业的风险不容

忽视， 其内在矛盾已累积日甚。

今年以来， 愈演愈烈的基金公司

总经理离职现象， 更能反映基金公司

运营的风险。 根据公开信息统计发现，

从去年

12

月至今年

5

月底， 益民基金

祖煜、 天治基金刘珀宏、 华富基金谢

庆阳、 天弘基金胡敏、 民生加银张嘉

宾、 金元比联易强、 万家基金李振伟、

长盛基金陈礼华、 国海富兰克林金哲

非和申万菱信毛剑鸣都从公司的总经

理职位上相继离职。 此外， 还有多家

基金公司的董事长发生变动。

从基金公司高管构成来看， 近

年来利益任职现象非常明显， 由于

中国基金行业特有的体制原因， 不

少基金公司、 券商的负责人是从上

级部门空降下来的， 他们对业务不

熟， 投资方向上也缺乏全局性的把

握， 客观上对基金行业的发展不利。

这也造成了监管部门在执法时往往

投鼠忌器， 不利于整个行业的规范。

同时， 券商系基金的增多， 也加大

了利益输送、 利益保护等违规行为

出现的可能性， 而使得风险日益累

积。 国内公募基金目前已经达到

65

家， 从其成分构成来看， 其中 “券

商系” 基金公司增加至

42

家， 占比

达到

64.61%

， 这一比例还有进一步

提高的趋势。

研究发现， 在以往的 “券商系”

基金运作过程中， 存在并非个别案例

的利益输送行为， 比如

IPO

询价互相

捧场、 研究报告掩护内幕交易、 基金

与参股券商联手分仓炒作、 券商研究

员对于本系基金持有的股票往往多美

言少批评， 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 在

少数人因此牟利的同时， 广大基金投

资者的利益却因此受到伤害。

综上所述， 基金业的运营风险

日益凸显， 对此， 投资人需要提高

警惕， 监管者要加强监管， 基金业

要强化自律， 惟有多管齐下， 才能

让基金业消弭高风险， 回归健康发

展的轨道。

（

作者系九鼎德盛首席经济师

）

央企上缴收益比例高否

不能听国资委一面之词

魏文彪

2010

年中央企业利润总额为

11315

亿元， 但央企当年上缴的国

有资本收益仅有数百亿元。 针对民

众 “应大幅提高央企上缴国有资本

收益的比例” 的主张， 国资委有关

负责人表示： 既要考虑政府以所有

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 也

要考虑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因

此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 需要根

据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实际综合考

虑， 现阶段不宜过高。

国资委的说法貌似有道理， 但

它必须满足一个前提， 即央企留存

利润绝大部分都被用于企业可持续

发展上。 而现实中人们看到， 当前

央企职工收入水平普遍远高于社会

一般收入水平， 尤其是部分央企高

管拿着令人咋舌的天价薪酬。 与此

同时， 部分央企铺张浪费、 奢靡享

乐现象严重 ， “千万元吊灯 ” 、

“天价酒” 和超配公车等现象层出

不穷。 由此可见， 央企留存利润的

绝大部分被用于何处， 需要拷问。

国资委负责人还提出， 央企在

推进改革发展、 解决历史包袱、 加

强技术创新等方面还需要大量投

入。 而央企也如其所言， 的确在这

些方面有所作为。 但是公众也遗憾

地看到， 相当部分央企至今仍然成本

高企、 效益低下， 在技术创新方面鲜

有突破。 而这说到底是因为相当一部

分央企无需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

而只需通过垄断经营地位即可获取巨

额利润。 所以， 通过提高央企上缴收

益比例等途径降低央企留存利润， 反

倒能在更大程度上迫使央企通过技术

创新降低成本， 从而使企业获得必要

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知， 争论是应当继续提高

央企的上缴收益比例还是不宜提得

“过高”， 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

要的是要确保央企留存利润都能真正

被用在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与技术创

新上， 而不是相当部分被用于部分央

企高管获取天价薪酬以及铺张浪费与

奢侈享乐上。 从这个意义上讲， 央企

上缴收益比例 “现阶段不宜过高”，

需以央企高管获取天价薪酬与铺张浪

费、 奢侈享乐现象得到改变与杜绝出

现为前提。 而当央企高管获取天价薪

酬与铺张浪费、 奢侈享乐现象不能得

到改变， 央企留存利润不能被更多地

用在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以及技术创

新上， 公众自然也就会提出进一步提

高央企上缴收益比例的要求， 以能减

少国有资本的浪费与被侵吞， 让为全

民所有的央企利润能够更多地被直接

用于促进民生保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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