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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南克

为何对全世界撒谎

伯涵

3

月

22

日美国联储主席伯

南克为其低利率政策进行自我

辩护， 并宣称美国的低利率政

策没有导致高房价。

作为金融从业者， 笔者对

伯南克本来没有任何好感， 也

没有任何恶感。 但自从

2008

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目睹了伯南

克如何引领全球滥发钞票的狂

潮之后， 笔者对伯南克的看法

每况愈下， 到这一次看到他还

在恬不知耻地自我辩护之后，

本人对伯南克的印象里只剩下

鄙视！

伯南克的前任格林斯潘在

9

·

11

爆发后， 迅速地把美元利

率降至当时的历史低点

1%

并

将该水平延续几年， 而美国的

地产泡沫恰好随之泛滥并终于

在

2008

年崩溃， 请问伯南克：

你认为格林斯潘的超低利率政

策与美国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及

崩溃没有关系吗？

伯南克在

3

月

22

日的自我

辩护中宣称其低利率政策没有

导致高房价， 其实， 他是在玩

偷换概念的把戏！ 次贷危机爆

发后， 伯南克把格林斯潘的传

统发扬光大， 迅速地把美元的

利率水平降到零。 考虑到美国

的通货膨胀因素， 美元的实际

利率已经为负。 伯南克所说的

没有导致房价上涨是指美国的

房价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和仍

在持续的去杠杆化进程而没能

上涨， 但是由于伯南克利用美

元的全球霸主地位恶意地向全

世界输出美元， 造成美国以

外， 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

房价已经成倍地上涨。 请问伯

南克： 作为美国联储主席， 难

道你不知道美元是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由美国建立起来的世

界性的霸主货币吗

?

如果你还

知道的话， 那你就应该懂得美

元的流通范围是全世界， 而不

是美国一家！ 你在谈论美元与

房价关系的时候， 应该看美元

与全世界房价的相互关系， 而

不是仅仅只看美元与美国房价

的关系。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

只看到美国的房价没有上涨，

而没有看到香港、 北京、 上海

等地的房价飞涨呢？ 在当今互

联网技术的时代， 收集相关信

息是如此容易， 你领导下的联

储难道连这点信息都不了解

吗？ 如果你和联储当真无能的

话， 笔者可以为你介绍任何一

家北京、 上海或者香港的房地

产中介公司， 他们都能向你提

供精确的房价信息 。 但事实

上， 你是很精明的人， 你精确

且全面地知道全世界的房地产

价格信息， 那你为什么还在信

誓旦旦地对着全世界撒谎呢？

笔者认为， 你此举的原因只有

一个， 那就是你一直在操纵一

个更大的阴谋： 通过过去几年

里的疯狂放水， 你不断地用美

元去浸泡其他国家的不动产泡

沫并使其放大； 等待时机成熟

时， 你一定会通过抽水导致资

产泡沫国家的崩盘， 并通过资

本的回流洗劫他国的财富以帮

助美国摆脱次贷危机！ 你所做

的自我辩护只不过是想掩人耳

目罢了。 至于伯南克在自我辩

护中所引述 “英国实施紧缩的

政策， 但房价仍然走高” 这一

论据根本不值得一驳， 因为被

美国恶意输出的美元恰恰是英

国在紧缩政策下房价依然高启

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伯南克在过去几年里一

系列的江湖骗子式的拙劣表演

中， 笔者深有感触： 格林斯潘

早已堕落、 伯南克正在堕落过

程、 美元在堕落、 美国在堕落！

当年面对网络泡沫的崩溃

和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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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 格林斯潘只会

以印刷钞票应对。 而面对前任

放任流动性泛滥所导致的次贷

危机， 伯南克除了利用一切可

以利用的机会印刷钞票并辅之

以无赖式的狡辩外， 已经一筹

莫展、 别无他法！ 从二人身

上， 笔者看到的是以二人为代

表的西方经济理论的苍白和破

产， 对此笔者建议伯南克在他

有生之年不妨做出一个令其名

垂千古的创举， 那就是将他所

领导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改

为 “美国联邦印钞委员会” ！

并在美国高校的经济学专业里

大量引入与印刷有关的课程，

以提高印钞的效率！ 格林斯潘

和伯南克的堕落既是他们二人

的人生悲剧， 更是他们所代表

的美元的悲剧！

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借

助布雷顿森里体系确立了美元

的世界霸主货币地位， 并从此

系统地利用输出美元来控制全

球经济， 掠夺世界各国的财

富， 笔者认为这也是美国在二

次大战后财富迅速增长的重要

原因之一！ 为了保卫这一不劳

而获的财富利器， 美国在世界

范围内发动和制造了一系列的

政治、 经济、 军事的动荡和危

机， 其核心目标都是为了保卫

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 萨达姆

生前曾经大力呼吁使用欧元结

算原油， 结果等待他的是海湾

战争和绞架； 内贾德总统几年

前作了同样的呼吁， 得到的回

应是美国航母开到了伊朗的家

门口； 当年欧元试图与美元分

庭抗礼 ， 来自美国的礼物就

是那场把欧元汇率从

1.2925

打

到

0.86

的波黑战争； 而当日本

试图以世界第二的地位挑战美

国和美元的霸权时， 一纸 “广场

协议 ” 及时地把日本送入

20

多年衰退的泥潭！ 想一想基辛

格先生的名言就不难理解格

林斯潘和伯南克的所作所为：

谁控制了美元， 谁就能控制全

世界！

美元是美国不劳而获、 发

财致富的利器、 是美国洗劫和

打压他国的工具、 是美国最核

心的利益。 笔者当年读大学的

时候， 曾经苦苦思索美国应该

如何解决其对外贸易逆差的问

题， 终于有一天笔者恍然大悟：

美国不是不能解决其贸易逆差

问题， 而是不想解决！ 因为一

旦美国成为贸易顺差国， 美国

就难以大量输出美元， 也就无

法利用美元去无偿地、 大量地

掠夺和占有他国的财富了！ 想

到这一点， 笔者开始可怜格林

斯潘和伯南克， 此二人道貌岸

然， 但其实只不过是为了维护

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的金融打

手而已， 他们与小巷深处流氓

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拥有所谓

的博士学位！ 为了美元的利益，

此二人不得不赤裸裸地在全世

界人们的面前拙劣地起舞， 其

所作所为与失足妇女实在没有

多少区别。

笔者不是神仙， 不敢妄言

美国利用美元剥削全世界的游

戏还能玩多久， 但是人在做，

天在看！ 笔者坚信玩火者必自

焚这一道理。 当然了， 作为金

融市场的个体投资者， 大家还

是应该注意别被玩火者烧到

才是。

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市场

彭松

上周末， 首届岭南论坛在中山大学举

行。 来了很多大领导， 无论是开幕时介绍

官员， 还是官员上台发言， 掌声都很热

烈。 但一些来自现场的微博都说， 最热烈

的掌声， 送给的是有着 “吴市场” 之称的

经济学家吴敬琏。 财新传媒胡舒立写的会

议花絮里感叹说： “这就是广东！” 吴敬

琏在会上说，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对价格

的管控， 带来了不少问题。

过去一周， 最热门的舆情话题之一，

是油价上调进入

8

时代。 因为事关公众切

身利益， 相关的新闻在各个门户网站的点

击和评论， 都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 有位

路人在被电视台采访油价时问到， “能说

脏话吗？” 路人说， “不能的话， 那我没

什么好说了。” 这则对话被人搬到了新浪

微博上， 转发数以万记。

网上也有一些分析人士提到， 油价上

涨有其道理。 评论人王志安说， 资源很稀

缺， “高油价是未来的趋势。” 结果挨了一

通批。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的分析，

之所以网络上有很多批评意见， 除了对

价格上涨的反感之外， 人们也对当前的

成品油定价机制表示不满。 如果油价的

决定机制， 政府部门不再介入， 完全交

由市场来确定， 人们的意见可能会少得

多。 发改委有关官员在一次会上说， 成

品油定价最终是要完全市场化。 但以网

易新闻跟帖为例， 网友的评论仍然以批

评为主。 其中比较代表性的观点是， 垄

断无市场化， 油价的市场化机制， 先要

打破垄断， 要让更多的企业加入竞争。

好几家银行在上周公布了靓丽的年

报， 股东欣慰但舆情汹涌。 银行暴利之

争， 再度掀起热潮。 网上有段子说，

“房地产商说暴利， 几桶油笑了； 几桶

油说暴利， 银行又笑了……” 农行行长

出来解释， 银行利差逐年在收窄， 利润

增长是源于实体经济的增长。 也有分析

人士指出， 以净资本回报率

ROE

来看，

银行业确实谈不上暴利。 利润总额较

大， 那是因为资本规模也很大。 事实

上， 银行规模不断扩张， 利润逐年在增

长， 但今年以来实体经济增速放缓， 所

以显得银行的利润就特别打眼了。 如果实

体经济继续下滑， 或许银行也会为风险支

付出更高的代价。

在持有牌照的银行背后， 还有庞大的

民间金融市场。 上周连续曝出多起民间集

资大案， 引起舆论高度关注。 常熟美女集

资人失踪案、 江阴某银行支行行长卷

2

亿

集资款潜逃案、 深圳国宏涉嫌超

10

亿非

法集资案， 都上了门户网站财经新闻的热

门点击评论榜。 许多网友提出疑问， “为

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把钱交给他们？” 确

实值得思考， 如果说银行业的管制和牌照

有问题， 那么民间借贷和集资， 是市场自

己在约束， 为什么也会频出大的问题？

市场有风险， 参与主体都需谨慎。 谈

了很久的养老金入市问题， 上周有实质性

进展。 广东千亿养老金委托社保运营， 初

期将以投固定收益产品为主。 这应属上周

最热门的资本市场事件。 消息一出， 舆情再

度高涨， 对入市风险的担忧仍然占了很大比

例。 先投固定收益产品， 消除大家 “救市”

的误解， 但长期资金入市的渠道就此建立，

对资本市场、 对养老金， 都是好事。 大家都

在提示风险， 对这笔钱来说也是好事。

证监会郭树清主席上周在杭州调研，

和许多投资者代表见面交流， 也再次成为

舆论关注的焦点。 郭主席特别强调， 证监

会要做好投资者保护， 但并不是担保一定

赚钱。 确实， 股市也是个市场， 是市场就

会有风险。 围绕着这次的新闻， 投资者在

网上也有许多意见。 有抱怨在股市亏了钱

的， 有呼吁尽快取消红利税的， 还有不少

意见则说： 希望加大市场环境的治理力

度。 南京的一位网易网友说： “重点要整

治企业虚假陈述， 黑嘴券商的胡说八道，

一定要重罚虚假才行”。

医药分开有望缓解看病贵

钟学城

国务院日前印发 《“十二五” 期间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

案》 提出， 要扭转公立医院逐利行为，

以破除 “以药补医” 机制为关键环节，

推进医药分开， 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

策， 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 药

品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三个渠道改为

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 医院

的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实行集中采购。

看病贵是公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之一， 长期以来有关主管部门想了不

少办法， 如：

20

多次对药品进行降价，

普及城乡医疗保险制度， 连续多年提

高医疗补贴， 在医改方面采取了很多

措施， 但是看病贵问题并未从根本上

解决， 而其中主要原因在于现存的

“以药养医” 机制。

所谓 “以药养医”， 从字面上理解

就是医疗费用不足， 药价补， 此种补

有标准， 到了医院的渠道加价

15%

，

但又没有严格的标准， 时有报道， 从

出厂价到出售价翻着个地涨， 有的高

出

2000%

， 有的竟然高达

6500%

以上。

“只有更高， 没有最高” 成为药品暴利

的代名词。 “以药养医” 究竟养到什

么程度、 超过多少， 不要说旁人， 就

是业内人士也说不清、 道不明， 只要

“以药养医” 存在， 就不可能解看病贵

难题， 再多的医疗优惠也将化解。

有了 “以药养医” 这一尚方宝剑，

不当行为成了合法， 医院公益性孱弱，

以经济效益为最大化， 层层下达创收指

标。 只要 “以药养医” 还存在， 医疗中

的潜规则就难以杜绝， 药和医混在一

起， 就难以避免药品滥用， 就难杜绝医

疗腐败。

诚然， 医院不是慈善机构， 其自身

要维持， 要发展， 要有足够的资金来

源， 医生要提高收入， 增加待遇， 也要

有正常的资金渠道。 “以药养医” 主要

原因在于财政状况不宽松导致， 此种情

形在一定时期是无奈的举止， 是权宜之

计， 如今的财政不比以往的财政， 而更

重要的是医患矛盾越来越大， 再不解决

“以药养医”， 势必影响医疗改革， 加剧

看病贵的难题， 因而取消 “以药养医”

成为一种必要。

实行医药分离， 医归医、 药归药，

可有效防止开大处方， 但要将这一好事

办好， 不仅是加大投入的问题， 还应建

立健全监督机制， 核定合理的药价， 管

住暗中的手， 做到药价和医价公开、 透

明， 采取按病种收费等多种形式控制，

由此才能摆脱 “过度医疗” 的阴影。

殡葬行业有暴利， 百姓直呼死不起。

赚钱不能无底线， 逝者理应受善遇。

减轻群众丧葬费， 强化社会监督力。

便民服务莫欠账， 政府转型要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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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贷款下降背后凸显出内外部实体经济需求萎缩。

银行贷存比吃紧是造成新增贷款低于预期的最主要原因， 为

推动货币信贷的适度增长， 连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非对称

降息之类的价格手段将成为央行未来的政策工具。

两部委称基本殡葬服务将执行政府定价

信贷增长应回归常态

夏志琼

与监管机构释放的货币宽松预期不

同， 今年

1

月份以来， 新增贷款并未大幅

飙升。 前

2

个月，

7000

多亿元的新增贷

款出乎市场预料。 截至

3

月

11

日， 工农

中建四大行信贷集体走软， 新增贷款不足

200

亿元， 除工行外， 其他三大行信贷都

出现了负增长。 货币政策的预调及微调，

也难以避免货币及信贷增长向常态回归。

信贷需求不足信号显现

事实上， 尽管今年

1

、

2

月份月均新

增人民币贷款仅为

7000

余亿元， 但多数

业内人士认为， 这主要还是归结为实体经

济需求下降。

很大程度而言， 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中长期贷款持续快速下降是实体经济需求

萎缩的表现。

2010

年下半年开始， 企业

中长期贷款增速和短期贷款增速呈现明显

背离关系， 中长期贷款增速持续下降。

2012

年

1

月份企业新增中长期贷款仅

2350

亿元， 中长期贷款下降背后凸显出

内外部实体经济需求萎缩。

从央行的货币信贷数据来看， 自去年

下半年以来， 中长期贷款占新增贷款的比

重呈下降趋势， 今年

2

月份甚至达到

29.7%

的历史低点， 远低于

2002

年以

来各年度中长期贷款的占比， 预示着企

业对中长期投资信心的丧失。

信贷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包括： 外

部需求不振， 企业盈利预期下降； 房地

产开发贷款和融资平台贷款受到限制，

在住房成交量低迷的情况下， 个人贷款

需求也难以明显转好。

除了有效需求显不足外， 新增贷款

相比以往投放表现乏力也部分与地方融

资平台贷款、 房地产贷款投放相关。 比

如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在过去的

3

年曾一

度为银行信贷投放的主力领域， 目前正

在逐步到期， 且这一领域的新增信贷供

给也被严格限制， 银行暂时又没有找到

更多可替代的信贷投放领域， 增长自然

乏力。

受限存贷比红线

决定贷款增速的最重要因素是来

自银行自身因素———贷存比和资本充

足率， 贷款增速将高度关联于存款增

速的变化，

1

月存款外流、 银行贷存比

吃紧是造成当月新增贷款低于预期的

最主要原因，

1

月末行业平均人民币贷

存比已上升至

69.3%

的近

5

年来历史高

位； 同时， 为维持资本充足率水平，

贷存比尚有较大空间的银行亦不能通过

大幅提高贷存比来获得高于同业的贷款

增速。

中行与大多数股份制银行面临的问

题， 仍然是存贷比限制。 该行存贷比已屡

屡突破

75%

监管红线， 而受制于此， 该

行

2

月新增贷款

491

亿元， 位列四大行末

位。 股份制银行以及中小地方商业银行信

贷投放受存贷比制约。

此前， 业界和学界曾多次呼吁放松

存贷比监管， 不过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委

员、 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公开表示，

“存贷比一直是流动性管理行之有效的办

法， 是监管层和银行都必须守住的风险底

线。 就现有的实际情况看， 存贷比没有

‘讨价还价’ 的空间， 更不会废止。”

信贷应回归常态

从往年规律来看， 出于 “早投放、 早

受益” 的考虑， 银行往往倾向于

1

月新增

巨量贷款。 此前

3

年， 即

2009

年至

2011

年，

1

月新增贷款均保持

1

万亿之上。

但值得注意的是， 撇开过去

3

年的

“非常态” 来看， 常规年份新增贷款亦多

在

1

万亿以下：

2007

年、

2008

年

1

月人

民币贷款增加额分别为

5676

亿和

8036

亿

元。 因此， 尽管前

2

个月新增贷款低于预

期， 但约

7000

亿的规模放在常规年份亦

属正常。 相信

3

月份贷款也不会有特别高

的增长。

中长期贷款乏力折射企业中长期投资

意愿不足， 而这也反映了中国实体经济中

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困境。 当前经济处于

周期底部， 实体经济扩张需求不足， 尽管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减缓了输入型通胀

压力， 但对于企业而言， 消化这种压力则

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对于实体经济流动性而言， 更严重的

问题在于社会融资增速的收缩将持续较长

时间， 外汇占款的平台式下降也使

M2

增

速继续下降。 未来可能出现银行间流动性

进入宽松状态， 而实体经济流动性仍适度

偏紧的分化局面。

存准率仍有下降必要

从银行信贷投放的角度思考未来货币

政策走向， 可以看到， 在今年全年消费者

物价指数 （

CPI

） 增速

3.5%~4.0%

的预期

下， 实际负利率局面仍将继续， 结构性存

款外流的动力将持续较长时间， 银行面临

的存款压力严峻， 信贷投放亦将受制于贷

存比而出现偏离调控预期轨道的可能， 在

法定存准率仍处于历史高位的现状下， 下

调存准率释放的流动性将直接增加银行的

可贷资金， 以维持合理的信贷增速。

从外汇占款的角度考量亦有充分下调

存款准备金率的需要。 近半年来中国外汇

占款波动幅度较大。 外汇占款在

2011

年

的最后

3

个月连续下降。

10

月、

11

月、

12

月分别减少

248.92

亿元、

279

亿元和

1003.3

亿元。 虽然今年

1

月份又出现

1400

多亿元的净增长， 但

2

月新增外汇占款仅

251

亿， 降准再添砝码。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表示，

近年来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主要和外汇占

款增加或减少产生的对冲需求有关。

中金公司认为， 外汇占款增速面临长

期放缓趋势， 为了反向对冲外汇占款增速

的趋势性下降， 未来法定存准率需要趋势

性下调。

资金面已不是制约贷款增长的关键因

素， 实体经济放缓导致的信贷需求下降是

贷款疲弱的主要因素。 为推动货币信贷的

适度增长， 连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非对

称降息之类的价格手段将成为央行未来的

政策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