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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现象警示经济转型勿入歧途

本报评论员

今年以来， 关于温州经济的负面新

闻频频曝光： 先是温州楼市炒作进入

“最后的疯狂”， 继而是温州出现实业遭

遇冷落、 全民参与放贷的乱象， 接着是

温州大量中小企业倒闭， 而眼下多位温

州民企老板因资金链断裂而逃贷跑路的

囧事， 更是将温州经济的危情推上了舆

论的风口浪尖。 从这一系列 “步步惊

心” 的事件中不难发现， 曾经备受赞

誉、 活力四射的 “温州模式”， 已经出

现了一些衰败的迹象。

曾几何时， 以市场化、 民营化为

主要特征的 “温州模式”， 和以大干快

上为荣耀的 “深圳速度” 一起， 同为

中国改革开放所催生的两面旗帜。 与

这两面旗帜的辐射效应相对应的， 就

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

GDP

年均增

长

9.8%

、 民营企业占据中国经济总量

半壁江山的巨大成就。 在 “十二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 为了推进经济转型

战略， 中国政府开始主动放慢经济增

长速度， 选择更加注重

GDP

内在质

量、 着力改善民生的发展路径， 以此

为标志， “深圳速度” 进入 “不唯快、

更重质” 的优化调整时期， 并取得了

初步成效。 与此同时， 或者说更早一

步， “温州模式” 也提出了转型升级

的理念， 即给分散经营、 产品有限、

市场单一、 家族管理的 “旧温州模式”

注入规模集团化、 经营集团化、 管理

精英化、 销售网络化、 产权现代化等

新元素， 使之升级为 “新温州模式”。

但截至目前的实践表明， “温州模式”

的转型难言成功。

“温州模式” 当下面临的种种尴

尬， 可以从四个方面找原因。 首先，

“温州模式” 下的中小民营企业虽然

善于经营、 敢于打拼， 但这些企业主

要生产一些门槛较低的小商品， 处于

产业链的低端， 核心竞争力不强。 其

次， 近两年来， 因为原材料涨价、 劳

动力成本提高、 国内外消费市场疲

软、 土地价格飞涨、 人民币升值等原

因， 温州企业面临多重挤压。 再次，

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出四万亿

经济刺激计划， 一方面保住了较快的

经济增长速度， 一方面也导致了 “国

进民退”， 对民营中小企业形成排挤效

应， 以民营经济为依托的 “温州模式”

受到的冲击尤其明显。 最后， 在资产

泡沫的引诱下， 温州企业家们迷恋赚

快钱， 热衷于

PE

（私募股权投资）、

炒楼、 放高利贷， 导致实体产业 “空

心化”， 这进一步削弱了 “温州模式”

的竞争力。

正因为如此， 温州经济近年来发展

乏力， 缺乏亮点， 这几年公众对于温州

的印象， 也就是 “温州炒房团”、 “温

州炒煤团” 和 “温州高利贷” 而已。 在

实业为主打的情况下， 适度从事一些投

资或投机行业， 无可厚非， 后者作为副业

可以形成对前者的有益补充， 两者共同构

成多元丰富的经济形态。 而在当下的温

州， 昔日的副业大有取代主业之势， 温州

的经济转型有迷失之忧。 或者说， “温州

模式” 在 “成功” 地推进另外一种 “转

型”： 从一个以实业为本、 踏实致富的经

济形态， 转变为一个投资兴旺、 浮躁逐利

的经济形态。 这种已然变味的经济 “转

型”， 对于温州来说是尴尬的， 因为它不

是人们期待中的愿景。

温州的尴尬并非个案。 类似的问题，

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存在， 只是表现的层面

和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

曾经的排头兵， 温州经济眼下的衰象具有

深刻的样本意义。 它警示我们， 如果缺乏

必要的制度安排和理念坚守， 美好的经济

转型战略有可能只是纸上谈兵， 容易在实

践中走样。 要言之， 为确保中国经济转型

能走正道， 而不至于步入歧途， 应该至少

做到以下三点：

其一， 经济转型战略固然是政府主

导推进， 但在实施过程中， 一定要坚定

奉行市场化取向， 克制做 “全能政府”

和偏好扶持国有企业的冲动。 有一个信

念必须坚定不移， 那就是： 资源配置更

加市场化和民营经济更有活力， 是衡量

中国经济转型是否成功的重要尺度。 为

此， 对一切有可能导致 “国进民退” 的做

法要保持高度警惕。

其二， 有较多淘金机会的实体产业

领域， 要尽可能向民营企业开放， 以此

形成公平竞争、 竞合共赢的利益格局。

在这方面， 要尽快推进改革， 作出相应

的制度安排。 可以设想， 如果实体行业

有较好的盈利机会， 类似于温州民营企

业那种一窝蜂搞风险投资的风气， 一定

会大为淡化。

其三， 要花更大的力气扩大内需。

目前那种

GDP

增长迅猛、 国家财政收入

增长更加迅猛、 老百姓的收入增长缓慢

的畸形格局， 再也不应该维持下去了，

必须大刀阔斧地予以调整。 官员克制铺

张浪费、 降低行政开支， 国企放弃垄断、

让利于民， 政府为民众和企业减税、 返

利公众， 降低畸高的物流成本， 建立完

善社会保障机制等， 就是中国当下扩大

内需的必由之路。 内需若振， 实业必兴；

在此前提下其他产业的发展， 才有源泉，

才会健康。

从某种意义上讲， 中国经济要想成功

实现转型， 就是要搞好 “两手抓”， 一手

抓 “深圳速度” （它也代表了中国速度）

的优化调整， 一手抓 “温州模式” （它也

代表着中国模式） 的转型升级。 期待中国

能走好这两步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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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神购买自家股， 押宝美国能复苏。

投资情绪生暖意， 欧美股市有涨幅。

忽悠不会得认可， 增持才能换信服。

别人恐惧我贪婪， 如此玩酷你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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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金融危机演变成信任和信心危机

谭浩俊

危机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面对危机

束手无策。 特别是起关键作用的因素，

如果没有应对危机的办法和措施、 信心

和能力， 危机将会变得越来越可怕， 越

来越难以控制。

今天的世界经济， 正面临着这样

的危机。 而欧美发达国家在危机面前

却表现得毫无还手之力。 可以这样说，

危机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 正在由经

济、 金融危机向信任和信用危机转变。

如果不能在较短时间内解决好信任降

低、 信心受挫的问题， 世界经济前景

将十分暗淡。

信任危机首先来自于欧美发达国

家在处理这场危机中的碌碌无为， 甚

至还在不断地给危机增加 “危险源”。

从当今世界经济的格局来看， 面对各

种经济金融问题， 发达国家理所当然

应当成为最重要、 最积极、 最有控制

力的因素， 发挥最关键的作用。 但从

危机爆发以来的情况看， 发达国家明

显表现得软弱无力、 束手无策， 没有

发挥应有的作用， 令世界很失望， 也

逐渐让世界各国对发达国家处理危机

的能力和水平、 态度和责任失去了信

任。 虽然新兴经济体国家在这场危机

中表现得非常积极、 非常努力， 也非

常抢眼， 但是， 由于实力和影响有限，

加之新兴经济体国家自身也遇到了通

货膨胀、 劳动力成本上升、 出口受阻

等方面的巨大压力， 指望新兴经济体

国家带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 显然是

不现实的。 要摆脱危机的困扰， 让世

界经济不再继续深陷下去， 关键还要

看发达经济体的表现， 看发达经济体

能否赶快走出经济低迷、 债务危机的

泥潭， 不然， 世界经济将长期低迷下

去， 而各种危机也随时可能出现新的

爆发。 那么， 发达国家和发达经济体

能够承担起这份责任吗？ 能够让世界

各国和人民重拾信任吗？

信任危机的第二方面表现， 来自

于美元的作用和地位受到了广泛质疑。

美元一直作为世界货币， 美国也一直

试图通过美元称霸世界经济、 控制世

界经济。 危机爆发之前， 包括欧元、

日元在内的主要币种， 也曾试图挑战

过美元的霸权地位。 但是， 实践证明，

美元依靠美国强大的政治、 经济和军

事实力， 无法撼动。 然而， 危机爆发

以后， 美元却一反常态， 表现出从未有

过的软弱和无能。 而在美元的身后， 贸

易保护、 债务危机、 量化宽松等一系列

与美元地位完全不对等、 不协调的手段，

让世界各国根本无法再对美元这一世界

货币产生信任感， 更别说指望美元拯救

世界经济了。 很难预测， 到底需要多少

国家、 付出多少代价才能让美元重新苏

醒过来。 而苏醒过来的美元， 到底还能

不能让世俗重拾信任， 也是一个值得关

注的问题。

信任危机的第三方面表现， 则来自

于对国际经济组织能力和实力的不信

任。 进入工业化以来， 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

(IMF)

、 世界银行、 世界贸易组织等

世界经济组织， 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

角色， 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

系、 解决贫穷问题、 支持第三世界国家

发展、 化解世界经济矛盾等。 然而， 金

融危机发生以来， 这些世界经济组织的

作用明显不足、 实力明显不够、 号召力

明显不强， 以至于世界各国不得不对这

些世界经济组织的救援和化解矛盾能力

产生质疑和不信任。 相同的还有世界贸

易组织， 面对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行

为， 似乎显得毫无办法。 如此境况， 国

际经济组织应对危机的能力还能获得多

大的信任度呢？

信任危机的直接后果， 就是信心危机

的发生。 因为， 不仅市场信心严重受挫，

世界各国、 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信

心也严重不足。 可以这样说， 市场对世界

经济复苏的信心已经降到了历史低点， 且

呈继续加速降低的态势。 目前的市场已经

经不起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全球股市、 石

油、 金属市场等都呈现出下跌的态势， 且

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由于市场形势的急剧恶化， 导致各国

在政策取向上也变得更加难以把握和协

调。 这不仅来自于欧美发达经济体国家，

也来自于新兴经济体国家。 如果这种状况

持续下去， 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复苏和

化解危机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小。

如果说九十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

由于中国充分发挥了地区政治领导力的

作用， 没有让这场危机演变成信任和信

心危机， 最终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出危机

的话。 那么， 今天的美国以及发达经济

体国家， 是否也愿意象当年的中国一样，

发挥政治领导力作用呢？ 是否舍得作出

一点牺牲， 让经济尽快走出困境呢？ 我

们拭目以待。

打击“老鼠仓”需要完善法律制度

李允峰

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近日公布了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基金经理韩

刚 “老鼠仓” 操作相关细节。 根据公

布的细节， 韩刚 “老鼠仓” 操作涉及

15

只股票， 其中，

2009

年

2

月

28

日

《刑法修正案 （七）》 公布施行后至

8

月

21

日期间， “老鼠仓” 交易涉及股

票

14

只。

完善法律制度来治理 “老鼠仓” 才

是正途。 笔者以为， 要进行对 “老鼠

仓” 行为的进一步规制， 管理层不妨从

《证券法》 和 《证券投资基金法》 下

手。 “老鼠仓” 行为本来就是经济领

域的犯罪， 其涉及的主体主要是证券

界的一般从业人员或者一些基金经

理， 因此， 立法或修正立法时， 首先

考虑民事的法律制度的修改比较合

理， 立法的难度也不会太大， 立法的

条款也不会因为太专业而繁琐。 但立

法的程序很繁琐又要求严谨， 所以，

从个别条款的修订入手， 是条可行的

途径。

目前的 《基金法》 和 《证券法》 过

于笼统， 缺少可操作性， 因此必须进一

步健全责任的机制。 因为有了具体措施

的法律制度才能够得到好的实施， 而这

种责任的机制就是一种很有效的配套

措施。 基金从业人员受托为基金投资

者管理基金， 而这种责任一定要明确

并且得到法律的保障。 责任的机制也

是监管 “老鼠仓” 行为的核心内容。

在具体实施时， 要将落实的措施落实

到监管链条的所有人员， 只有这样，

让每一个具体的经手者都能够受到法

律的监管， 这种责任的机制才能够具

体落到实处。

另外， 就现在所发生的 “老鼠仓”

事件的涉案金额来看， 违法所得都是比

较高的。 资金数额动辄上亿。 “老鼠

仓” 违法所得的利润也是非常惊人的，

因此 《刑法》 的刑罚规制应该严格， 让

那些想犯法或正在进行不法行为的从业

人员们首先考虑到的是巨大的违法风

险， 因为害怕和担心这种风险而不敢贸

然违法， 不敢再为了所谓的利益而冒受

刑罚的风险。

国内资本市场并不是没有法律规

制， 而是缺乏对法律的畏惧心。 “老鼠

仓” 很难杜绝的原因就是， 违法者不害

怕、 不畏惧。 现阶段， 资本市场应该反

思， 应该如何培养一种对法律和规则的

敬畏之心。 笔者建议， 根据 “老鼠仓”

不同的违法情节， 设定不同的法定刑，

加重法定刑， 增设罚金刑， 可以产生刑

法上的强制约束， 从而加强基金公司内

部监督管理的动力。

落跑的股民

追不上的国家队

彭潇潇

今天， 你炒股了吗？

今天， 你还炒股吗？

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 股指

神游

2400

。 纵尔环球市场几番

凉热， 道指也曾上万三， 而上证

综指， 愣是自

6124

点以降， 每

况愈下已

4

载。 大散也好， 小散

也罢， 中国股民和中国股市， 有

着太多不得不说的故事。

有两组数据： 一组来自中登

公司， 说的是， 目前有六成股票

账户处于空仓状态， 超八成账户

一个多月来没有任何交易； 一组

来自央行， 说的是， 调查数据表

明， 居民投资股市的意愿降到

3

年最低。

这是新闻， 也是旧闻。 新闻

是， 股民落跑了。 旧闻是， 股民

又跑了吗？ 反正， 不管跑不跑

吧， 低迷的成交、 涣散的人气、

曾经

A

股市场流星飞舞， 如今

变得牛股难觅。 有人骂娘坑爹，

有人反躬自省， 有人呼吁救市，

也有人振臂疾呼： 股民莫悲观，

眼前就是新牛市！

真正是股市万花筒， 炎凉众

生态。 眼下， 说不清究竟是 “

A

股稍息， 马上就回来”； 还是

“熊出没， 请注意” ……但甭管

市场涨涨跌跌， 对于炒股的人

们来说， 倒霉的站岗， 幸运的

坐轿， 不甘心的坚守， 看不清

的落跑， 纵尔循环往复， 太阳

每天都会照样升起。 指数

10

年

原地不动，

A

股市值不也翻了

N

倍吗？ 金融危机中跌幅全球第

一、 上涨综指至今仍跌去六成，

股市去年不也照样融资逾万亿，

冠盖全球吗？

2011

年初至今，

沪深两市融资逾

6000

亿元， 平

均每月发行新股

25

只， 扩容速

度不也再居全球之冠吗？ 来的

来， 往的往， 有人落跑而已，

何惧哉！

何况落跑的又不只是股民。

何况股民好歹还有用脚投票的权

利。 可怜落单的纳税人， 眼看着

国库迅速膨胀， 眼瞅着物价天天

飞涨， 却不知那一杯羹， 自己何

时才轮得上。

财政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

示， 今年前

8

个月全国财政收入

为

74286.29

亿元 ， 同比增长

30.9%

。 据此测算， 今年全年财

政收入将超过

10

万亿元 （注）。

相比之下， 纳税人的工资增长

就没有这么给力了。 官方数据

显示 ，

2011

年上半年， 中国

CPI

同比上涨

5.4%

， 城镇居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3.2%

， 不考虑被增长因素， 同

时扣除官方统计的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7.6%

； 农村居民人均

现金收入同比增长

20.4%

， 实际

增长

13.7%

。

如果说这是一场赛跑， 比

的是财富的增速， 那么， 国家

队一马当先堪比刘翔， 比城镇

居民快了约

4

倍， 比农村居民

快了

2

倍多。

这尚且是在国内自己人和自

己人比。 若是放诸四海， 和老外

比呢？

这里也有一组不算太新鲜的

数据：

2005

年至今，

6

年来中国

股市总市值增长超过

5

倍， 迄今

已近

30

万亿元， 仅次于美国， 全

球第二；

2010

年全国财政收入逾

8

万亿元， 仅次于美国， 全球第

二 ；

2010

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

GDP

） 为

39.8

万亿元 （约合

5.8

万亿美元）， 超过日本， 仅次于

美国， 也是全球第二。 可观的财

富 ， 耀眼的名次 ， 想我泱泱大

国， 短短数十年， 几年翻一番，

超英又超日， 只逊美利坚， 何国

能比肩！

当然， 若以人均来算，

2009

年， 中国的人均

GDP

为

3678

美

元， 在全世界

180

多个国家中排

名第

100

位， 相当于第一名卢森

堡人的

3%

；

2010

年， 中国人均

GDP

为

4283

美元， 排名第

95

位，

前进

5

位， 相当于第一名卢森堡

人的

4%

。

如果说这是一场赛跑， 比的是

财富榜上的排名， 那么， 中国国家

队遥遥领先直追刘易斯， 比城乡居

民联队快了……

N

倍。

呼啦啦， 股市市值、 财政收

入、

GDP

， 国家队的快车飞驰而

过； 慢悠悠， 股民财富、 工资收

入、 人均

GDP

， 落跑的股民、 落

单的纳税人、 掉队的城乡居民， 只

能在心里默默念： 马儿啊， 你能不

能快些跑！

前段时间有权威媒体发表文章

曰： 股市低迷伤害经济。 结论正确

与否， 咱不论， 反正， 股市低迷伤

咱股民的心， 那是相信的。 一个只

重圈钱不重回报、 铁公鸡遍地都是

的股市， 一个财务作假屡见不鲜、

昔日蓝田阴魂不散的股市， 一个

奉行只管高价上市不怕业绩变脸

的股市、 一个甫上市创业板高管

即纷纷辞职减持套现的股市， 股

民岂能

hold

住？ 焉能不落跑？ 敢

不落跑？

我们的国度， 盛产地产富豪、

高房价并钉子户举世闻名； 我们的

国度， 动辄数万亿大兴土木、 高铁

地铁全球最为壮观； 我们的国度，

甚至因为慈善事业太 “发达”， 募

捐机构多如牛毛， 竟至于慈善丑闻

层出不穷， 郭美美卢美美你方唱罢

我登场……我们的国度， 不可谓不

富矣！ 然则我们的国民草民……高

铁不是不好， 地铁不是不欢迎， 物

价不是不能涨， 只是， 国家要发

展， 城市要发展， 企业要减负， 公

务员要加薪， 草民的收入也不能落

太远啊！

著名的马丁·路德金说， 我有

一个梦想， 梦想有一天， 深谷弥

合， 高山夷平， 歧路化坦途， 曲径

成通衢， 上帝的光华再现， 普天下

生灵共谒。 这是美国黑人的梦想。

是曾经的美国弱势群体的梦想。 在

这个梦想之后， 诞生了美国著名的

平权法案。 黑人终于享有国民的权

利和尊严。

咱神州大地上的草民和股民，

没有关于上帝的梦想， 也没有关于

和地产富豪众生平等的梦想， 咱只

希望， 能切实感受到财富的增长，

而不是被增长； 能有保障房大庇天

下寒士俱欢颜， 而不是处处有强

拆、 被迫钉子户； 能幼有所教、 老

有所养， 而不是被 “埋葬在这春天

里”； 咱只希望， 能切实感受到身

为中国国民的尊严和幸福， 国富民

也强。

（注： 据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

院副院长刘桓测算，

2010

年全国

财政收入为

83080.32

亿元， 加上

今年前

8

个月比去年同期增加的

17533.97

亿元， 即使后

4

个月财政

收入同比零增长， 全年财政收入也

将超过

10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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