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赎买式”杭州车改

偏离改革正道

刘义昆

浙江省杭州市在

2009

年

开始了公车改革， 经过两年

多， 市政府公车数量从

1200

辆缩减到

400

辆左右， 而对

于此次车改的质疑集中于

“车贴”。 有市民指出， 公车

消费本来就有浪费， 现在发

放定额车贴实际上是将一些

浪费合法化， 公权变成了特

权， 特权又被 “赎买” 成了

私产。

对杭州公车改革有赞有

弹。 赞许者认为， 此举有可

能为公车改革找到一条新的

道路。 否定者质疑： “是不

是对享受公车特权的一种赎

买？ 是不是给干部变相发放

工资外的福利

?

” ———我更加

赞成否定者的观点。 在我看

来， 改革必须要有 “阵痛”，

一团和气的车改不会产生实

际效果。

公车治理之所以难， 问

题出在特权福利。 杭州发放

“车贴” 的政策则是对这种福

利的承认。 这种公车改革的

模式， 其实质是一种 “赎买”

模式。 既然官员已经将公车

出行当成了一种福利， 通过

高价诱惑当然能赎买回来。

遗憾的是， 特权福利的并非

只有公车消费一种， 我们看

到， 公款吃喝、 公款旅游、

公款抽烟乃至公款按摩， 也已

经被一些地方及其官员当作了

福利。 只要官员手中享有特权，

他便能不断地制造福利： 政府

赎买的福利越多， 官员制造的

福利也会越多———特权福利永

远也 “赎买” 不完， 而改革则

陷入了不断赎买的怪圈。

网友调侃： “一个人的贪

污， 叫犯罪。 一群人的贪污，

叫津贴”。 是的， 杭州式车改虽

然在一定时间段内能减少行政

支出， 但在车贴发放成为既定

现实后， 恐怕很难阻止公车费

用的反弹。 需要指出的是， 赎

买式的车改不仅难以解决根本

问题， 同样也难解公众的监督

之渴。 公车治理之所以难， 问

题出在公众监督难———要治理

违规公车， 要进行公车改革，

都须有社会介入、 群众监督，

否则不仅很难发现问题， 就算

发现了问题也很难得到彻底的

治理。

解决公车私用问题， 最根

本的靠两条： 第一是公开透明，

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

入预算， 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

接受群众监督； 第二条就是民

主监督。 在没有实现公众对官

员和公共事务的知情权、 参与

权、 监督权的前提下， 靠 “赎

买” 不是正道， 通过权力制约

剥离官员们的特权福利， 才是

根本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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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利

2000%

的假酒

何以能存在

刘鹏

今年

9

月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指挥

下， 浙江、 天津等

12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公安机关， 同时展开抓捕行动。

各地公安机关现场查获 “茅台”、 “五

粮液” 等十多个知名品牌假酒

1.4

万瓶，

另外查获的假酒制作材料可以制造市值

将超过

30

亿元的假酒。 专家指出， 假

酒的利润率最高可以达到

2000%

。

依据马克思对资本追逐利润的描

述： “如果有

100％

的利润， 资本会铤

而走险； 如果有

200％

的利润， 资本会

藐视法律； 如果有

300％

的利润， 那么

资本便会践踏世间一切”。

2000%

早已

超出了马克思对一切暴利的描述， 在这

样的暴利面前， 一切传统的认识都会崩

溃。 目前这种单纯依靠法律， 依靠执法

者进行一场场运动式执法， 已经很难遏

制假酒的存在。

一是暴利让制假者失去了理性， 一

方面不惜触犯法律威严， 另一方面又对

制假手段大加改进。 为了制造假茅台，

造假者甚至将高毒性农药敌敌畏用作原

料， 并且称： “加入这种农药的假酒，

在口味上更逼近真茅台”。 如此触目惊

心的制假行为， 加上 “真瓶装假酒”、

“高仿真包装”、 足以以假乱真的 “勾兑

调试”， 让相关部门 “鉴定假酒比真酒

都难”， 普通购买者更是云里雾里。

二是执法的无法常态化， 惩罚的相

对过低， 无疑壮了造假者的胆。 本来造

假者为了利润已经不惜一切， 一些执法

部门时松时紧、 统一行动的运动式执法

弊端更让他们钻了空子， 捞一把就跑，

让假酒成为 “小作坊大买卖”、 “低成

本高利润” 的代名词。

三是市场需求和中国传统酒文化的

影响。 假酒特别是名牌假酒的大量存

在，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酒文化的

影响。 无论是 “一醉解千愁”、 “今朝

有酒今朝醉” 的文人式放纵， 还是 “无

酒不成席” 的普通老百姓传统思想， 亦

或者是 “交情深、 一口闷； 交情浅， 舔

一舔” 的交友标准， 还是 “孝敬领导酒

先行” 的人际关系含义， 其中无不包含

着长期以来形成的酒文化。 至于喝下肚

子的名贵酒， 到底是真酒还是假酒， 只

要不喝出生命健康危险， 恐怕少有消费

者或送礼者去较真。

在

2010

年

1-11

月， 全国白酒产量

为

791.6

万吨的情况下， 在中国人 “每

年喝酒喝掉一个西湖” 的形象比喻中，

我们又换来了什么样的喝酒结果呢？ 比

如酒精中毒，

2011

年春节期间， 仅北

京， 就发生酒精中毒事件

353

人次； 比

如严肃法律亦难以遏制的酒后驾车； 比

如酒壮色胆， 频频发生的官员猥亵女

童， 奸污下属， 调戏娱乐场所服务人员

事件等。

假酒已经不单纯是一个违法现象，

它与暴利驱使、 执法真空甚至中国传统

酒文化均有关系。 打假酒， 需要加大执

法力度， 加重违法惩处， 但消除假酒的

暴利空间、 市场需求， 改变国人的酒文

化认知， 恐怕才是根本。

大众应理性接受

房价只涨不跌神话破灭

张达

在楼市深度博弈的关键时

期， 市场各方言论嘈杂， 其中

不乏调控 “松绑” 传言和 “救

市” 呼声， 理由是眼下房地产

业遭遇生存困境， 市场持续萎

缩下去， 恐怕会影响经济运行

和社会稳定。 温总理本月

6

日

的表态， 再次给对调控政策抱

有幻想的人们泼了冷水。

“调控措施决不可有丝毫

动摇， 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房价

回归到合理的价格。” 这已经

是温总理近期第三次强调调控

不会放松了。 不放松的理由在

于， 与以往相比当前楼市现状

有三点显著不同：

首先， 从企业资金状况

看， 不可否认， 当前的确有

部分中小房企出现资金问题，

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 但是，

这些企业中， 有相当部分是

前两年从实体经济转行过来

的新从业者。 而大部分企业

的情况是， 经营困难确实存

在， 但风险还在可控范围之

内， 并没有到

2008

年那么惨

的程度， 一些大型房企甚至

过得还不错。 尽管目前房企

本年资金同比增幅明显下降，

但是经过前两年的高速增长，

相当一部分企业积累了一定

的资金， 足以支撑其项目继

续运作。 与此同时， 尽管信

贷持续收紧， 房企融资受困，

但前三季度房企本年资金仍

同比增长

22.7%

， 融资环境明

显好于

2008

年。

其次， 从宏观经济环境

看， 尽管当前同样面临经济

增长增速下滑和通胀高企的

局面， 但经济增速下滑幅度

没有

2008

年那样快， 通胀也

不会像

2008

年那样严重。 受

楼市调控影响， 全国房地产

开发投资增速回落， 但前三

季度依然同比增长

32%

， 住

宅投资仍增长了

35.2%

， 远高

于

24.9%

的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 这其中， 保障房投资的

加速拉动作用不小。 以北京

为例， 前三季度， 北京完成

政策性住房投资同比增长

2.3

倍， 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

重为

23.4%

， 同比提高

15.6

个百分点； 新开工面积同比增

长

4.7

倍。

更重要的是， 本轮宏观调控

的重点就是要调结构， 要改变过

去单一靠房地产开发拉动经济的

不可持续局面， 要让房地产更大

程度地回归到其使用价值属性，

而非投资价值甚至投机价值， 从

而达到一个新的平衡。 为了达到

这一目的， 中央在出台了一系列

调控政策后， 不得已又采取了限

购这种行政色彩较浓的手段， 显

然是一种倒逼机制， 体现了调控

的坚定决心， 在此调整过程中的

阵痛是必须忍受的。

第三， 从市场发展情况看，

尽管目前商品住宅成交量持续萎

缩， 但保障房成交的持续增长也

带动了整体成交量的稳定增长。

前三季度， 全国商品房销售同比

增长

12.9%

， 其中， 住宅销售仍

增长

12.1%

， 而在

2008

年楼市

下行时， 同期的商品住宅成交量

已经同比下降

16%

左右。 与此同

时， 当前的房价也没有像

2008

年那样明显快速下降， 总体还处

于僵持阶段， 只是近一个月来开

始松动， 但与民众的可接受程度

仍相差甚远。

温总理此次明确表示 “要

下调房价， 使调整后的房价民

众能够接受”。 可见， 当前的调

控效果虽然初步显现， 但仍未

达到调控预期， 房价仍有一定的

下跌空间。

由此看来， 在房地产调控政

策有理由坚决不放松的情况下，

开发商最好的选择就是顺势而

为、 “以价换量”， 毕竟现在的

市场环境是供给相对充裕而需

求有限。 近期， 龙湖等房企正

是采取了灵活的销售策略， 通

过 “抢收” 促销在波动的市场

中抢占先机， 提前实现了全年

销售业绩增长。

尽管目前一些地方的降价楼

盘引发了老业主的 “维权” 闹事

甚至退房， 有些项目还做出 “无

理由退房” 或 “补差价退房” 承

诺， 但这些行为可以理解却不能

支持， 应该让消费者清醒地意识

到， 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已经破

灭， 如果住宅产品没有质量问

题， 就应该承受价格波动风险，

不能助长其投资心理， 必须遵

守契约精神。

“挟摊子以令政府”严重破坏市场机制

4

万亿救市计划推出后， 铁道部门

分得

1.5

万亿的大蛋糕， 但是， 从此之

后其财务负担也随之变得沉重。 数据显

示， 京沪高铁

2010

年

3

月已爆出缺乏

资金， 欲上市融资的消息。 此后， 铁路

缺钱的新闻层出不穷。

2010

年

7

月

26

日， 民生银行发布的 《

2010

年中国交

通运输业发展报告》 透露， 由于债务融

资比例越来越大，

2009

年铁道部门支

付的利息已经达到

400

亿元以上， 预计

未来有可能超过

1000

亿元。 快速增长

的债务融资规模使得铁道部的资产负债

率逐年上升，

2009

年的负债合计预计

超过

1

万亿元， 资产负债率为

55%

以

上， 预计

2012

年有可能超过

70%

。

7

·

23

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 使

得市场对铁道部的信心受到冲击， 再加

上时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对铁路贷款风

险三番五次的警示， 铁道债发行陷入低

潮。

7

月

21

日， 铁道部发行一年期的

200

亿元高信用等级短融意外流标；

8

月

8

日， 铁道部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

的

200

亿元

90

天期超短期融资券收益

率持续飙升， 显著高于二级市场；

8

月

18

日， 为应对大量债务即将到期的局

面， 铁道部再发

150

亿元

90

天期超短

期融资券， 融资成本依然高昂。 在融资

困难的同时， 铁道部还必须应对庞大的

应付账款， 据

Wind

资讯统计， 截至

8

月

31

日， 在高铁概念相关的

37

家企业

中， 目前已有

28

家高铁概念上市公司

发布半年报， 占比近八成。 这些公司应

收账款总额从去年底的

319.76

亿元增至

如今的

511.91

亿元 ， 半年内大增了

60.09%

。

铁道部资金链几近断裂的困境最终

逼得中央不得不出手。 一系列支持政策

出台， 铁道债才重获市场认可。 虽然有

这些救急措施， 但媒体仍然爆出铁路停

工万余公里的消息。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

梦恕称， 全国铁路项目停工、 缓建的占

80%

甚至

90%

以上， 里程总数达

1

万多

公里， 其中约有一半是列车运行时速在

200

公里以上的高铁线路， 而 “缺钱”

是停工的主要原因。

由高铁大跃进引起的铁道部财务问

题发人深思。 若按市场化运行， 铁道部

改制成中国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光是流

动性紧张就足以让它破产

N

遍。 但如

今这个庞然大物却成了大而不能倒的典

范， 逼得政府不断推出扶持政策为其输

血续命 ， 最近更传出再向国家求援

8000

亿的消息 ， 虽然之后就被否认，

但空穴来风， 未必无因。 铁道部这个案

例， 再次证实了人们的批评： 在中国，

谁有本事将摊子铺大了， 谁就是战略产

业， 在关键问题上， 不是按照经济规律

办事， 而是按照江湖规矩办事。

环顾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 按江湖

规矩办事的例子不胜枚举， “共和国长

子” 们表现得尤为恶劣。 除铁道部外，

国家电网利用垄断地位沿产业链扩张，

最近更将手伸向新能源汽车， 石油巨头

打造庞大的金融王国， 业务资质涵盖几乎

全部金融领域等， 都是这种按江湖规矩办

事的典范———以最快的速度把摊子铺大，

然后携规模以令政府， 大而不能倒。

这种大而不能倒， 谁铺得大谁就是

支柱产业的江湖规矩， 产生了严重的逆

向选择。 那些拥有垄断地位的 “长子”

们纷纷抛弃市场规则行事， 对改革开放

30

年来好不容易形成的脆弱的市场机制

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可以说， 这种江湖规矩已成为中国

经济运行的毒瘤， 若继续放任自流， 无

异于埋下一个又一个炸弹， 最终将使政

府不得不疲于奔命， 四处救火。 一个铁

道部已经让政府及市场狼狈不堪， 如果

是十个铁道部呢？ 后果真不堪设想。

（本文由安邦咨询供稿）

重视意大利主权债务风险

张茉楠

随着意大利国内政坛的持续动荡，

意大利债务危机再次成为全球的聚焦

点。

11

月

7

日， 意大利主权信用违约互

换 （

CDS

） 息差大幅扩至

522

个基点，

再创历史新高。 在担忧情绪扩散下， 西

班牙、 法国、 比利时

5

年期国债

CDS

息

差都在急剧扩大， 这意味着债务病毒正

继续向没有抗体的核心国侵入， “大而

不能倒” 的意大利将是下一个被施救的

对象。

当前， 意大利的经济和债务形势越

来越严峻。 作为全球第八大经济体， 欧

洲第三大经济体， 意大利经济复苏乏

力， 二季度经季调国内生产总值 （

GDP

）

季比增长

0.3%

， 年比增长

0.8%

。 欧盟

预计 ， 今年全年意大利

GDP

将增长

1.4%

， 而鉴于意大利目前采取的紧缩措

施， 意大利经济在

2012

年和

2013

年很

可能均无法实现增长。 与此同时， 该国

的债务规模和债务负担却继续攀升， 截

至

2010

年底， 意大利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例高达

119.0%

， 在欧元区位列第

二， 仅次于希腊的

142.8%

， 而意大利的

债务总额高达

1.9

万亿欧元， 相当于其

他四国的总和。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希腊、 意大利

等国的债务危机却为何愈演愈烈？ 事实

上， 除了欧元区制度性缺陷以及政治不

利外， 更主要的是 “金融加速器” 正在

通过资产价格渠道加强主权债务和经济

波动之间的恶性反馈作用： 主权债务已

经让欧洲各国实体经济严重受损， 经济

萎缩又导致政府和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

的进一步恶化， 各国被迫启动 “去杠杆

化” 进程； “去杠杆化” 效应将使各部

门的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收缩， 市场流动

性下降导致投资信心不足， 资本溢价风

险放大导致借贷能力大幅下降， 并通过

投资乘数使经济加剧下滑。 而为遏制经

济复苏放缓， 欧元区国家加强对危机的

干预又导致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不断

扩大， 于是就形成了 “债务危机———资

产负债表恶化———去风险资产———流动

性枯竭———信贷全面紧缩———经济萧

条———债务危机加剧” 这样一个恶性循

环， 这是欧债危机不但没有丝毫进展，

反而越演越烈的根本原因。

由于债务危机与 “金融加速器” 机

制相互作用， 欧元区国家靠市场进行融

资的渠道并不畅通， 今年二季度以来，

欧洲债务国家以及欧洲银行业的

CDS

溢

价持续上涨。

CDS

溢价上升意味着更大

的风险补偿和更高的债务融资成本。 欧

债危机发展到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不太可

能从正常渠道进行大规模融资， 意大利

亦是如此。 自

7

月份以来， 意大利

10

年

期国债利率始终维持在

6%

左右的高位，

几乎是同期德国国债利率的

3

倍， 而

11

月

7

日， 意大利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

触及欧元问世以来新高

6.67%

， 仅稍低

于希腊在获得欧洲央行和

IMF

援助前达到

的

7%

水平。

负债成本过高使得意大利发行新债更

加困难。 意大利下次出售国债是

11

月

14

日， 意大利必须在

11

月筹措

305

亿欧元，

在

12

月再筹集

225

亿欧元， 意大利等待救

援正在倒计时。 德国联邦银行和意大利央

行的数据显示： 意大利的银行的债权人尤

其是私人债权人担心他们的钱财得不到保

障， 因而将其资本从意大利抽离， 投入到

比较安全的德国。 但这也导致这些财政羸

弱的欧元国家的银行对央行财政支持的依

赖更强了。

而当前， 越发令人担忧的是， 即便马

上通过杠杆化式

EFSF

的救助规模达到

1

万亿欧元， 但对于背负

1.9

万亿欧元巨额

债务的意大利而言， 也是 “杯水车薪”。 意

大利作为继日本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

债券市场， 其债券市场引起的危机必将影

响整个大局。 根据彭博社数据， 截至

2011

年

9

月

17

日， 意大利未清偿债务本金总规

模为

1.58

万亿欧元， 未清偿本息总规模为

2.18

万亿欧元。 其中， 法国、 德国银行业

持有意大利风险敞口分别达到

4102

亿和

1649

亿美元， 市场普遍担心， 风险难以制

止向银行业体系侵染。

救助意大利已经不可避免， 到最后恐

怕只有欧洲央行的债券购买计划 （

SMP

）

能够防止意大利债券收益率继续爬升， 不

过这将是对欧洲央行极大的挑战。 德拉吉

上任以来除了意外降息之外， 就是购买欧

元区政府债券规模翻倍至

95.2

亿欧元， 并

将欧洲央行债券购买总量提高至

1830

亿欧

元。 面对加速下行的经济风险以及日益严

峻的债务形势， 欧洲央行的政策立场正在

悄然改变。 德拉吉美式的行事作风， 很可

能让欧洲央行效仿美国救助金融危机的做

法， 包括改变几十年来欧洲央行不能在二

级市场直接购买主权债券的铁律， 再加上

高盛的经历让德拉吉深谙金融市场杠杆操

作之道， 欧洲央行在未来会更加大胆。

根据欧洲央行的数据， 截至今年三季

度末， 欧洲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总规模

达到了

2.28

万亿欧元。 一旦欧洲金融形势

出现恶化的话， 欧洲央行的政策立场可能

出现软化， 通过调整资产方的方式来实现

量化宽松， 比如包括收紧债券回购政策、

取消流动性最强的一系列金融工具以及开

发重估价账户， 或是通过量化宽松提供额

外帮助， 直接或间接为欧洲的银行体系提

供流动性。

然而， 即便是退到最后， 欧洲央行通

过政策冒险去购买债券， 也依然是拖延战

略， 因为这并不能真正削减债务。 意大利

债务问题正在成为欧债危机演进的决定性

力量， 明年意大利有巨额债务到期， “大

而不能倒” 的系统性风险还将继续上演。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

研究员）

闲置土地难清理， 就因监管有问题。

饥饿营销涨房价， 大肆囤积玩土地。

心急火燎老百姓， 气定神闲众房企。

违法获利当整肃， 制度补漏要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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