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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楼市：

一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

伯涵

据

5

月

22

日香港媒体报道

，

反映香港二手楼价的中原城市领

先指数

，

最新报

103.35

点

，

打

破了

1997

年

10

月的

102.93

点

的历史最高位

！

目前正值欧债危

机全面爆发倒计时之际

，

欧元区

的有关国家正在为希腊一旦退出

欧元区所产生的冲击加紧作准

备

，

而香港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准

备以其历史上的最高房价来应对

欧债危机的爆发

，

这好比一个浑

身绑满炸药的人正准备迎接扑面

而来的大火一样

，

笔者不禁替香

港捏一把汗

。

一旦在下个月中旬希腊大选

中反对紧缩的有关党派获胜

，

希

腊很可能退出欧元区并将导致一

系列的连锁反应

：

主权信用危机

将在欧洲以多米诺骨牌的形式连

续爆发

，

并将迅速地演变为欧洲

的金融危机而且将很快地扩散至

业已衰弱的欧洲实体经济

；

与

此同时

，

危机也将飞速地传递

到亚洲

。

届时以房地产为支柱产

业的香港经济必将受到巨大的打

击

，

并很快地演变为香港自身的

危机

。

自香港回归以来

，

中央政府

领导人曾多次慰勉历届港府领导

人

，

希望他们抓住机遇

，

发展科

技产业

，

实现香港经济结构的升

级和转型以利香港经济长期稳

定

、

可持续的增长

。

但令人遗憾

的是

，

以往各届港府

，

尤其是即

将卸任的特首曾荫权

，

把回归之

前港英政府所推行的高房价政策

发挥到极致

，

在其任内不遗余力

地推高房地产价格

。

据香港媒体报道

，

4

月份在

香港举行的

“

新特首

·

新政

·

新

风

”

研讨会上

，

恒隆主席陈启宗

表示对曾荫权任内的土地房屋政

策感到

“

莫名其妙

”。

针对

2006

年至

2010

年期间香港政府没有

卖地的情况

，

他认为只有两个原

因

：

一是

“

错

”

同

“

蠢

”，

二是

“

有其他原因

”。

之后他又表示

，

当前香港社会矛盾丛生

，

与楼价

上升有很大关系

。

笔者完全赞同陈启宗先生的

看法

：

香港以往极度畸形的地产

政策的确是造成香港社会日益不

稳定的最重要根源之一

。

依笔者

观察

，

曾荫权领导的港府绝对不

是

“

不管

”

政府

，

相反的

，

它长

期以来通过对土地的控制全心全

意为大地产富豪的利益服务

；

与

此同时

，

则人为地

、

长期地忽略

广大普通市民的住房需求

，

手法

之一就是多年不卖地

，

并且一直

抑制着公屋的建设和发展

。

其直

接的后果是

，

港府去年卖地收入

高达上千亿

，

大地产商们也赚个

钵满盆满

，

至于广大普通市民的

居住状况则堪比悲惨世界

！

另据

5

月

22

日的香港媒体报道

，

香

港房屋署建议公屋租金增加一

成

，

这意味着租金水平也将超

越

1997

年的水平

！

笔者对此无

言

，

只是衷心地希望曾荫权在

其述职报告里

，

能把在其任内

所实现的香港历史上最高的房

价和公屋租金水平列为其施政

的

“

光辉

”

业绩

。

当然

，

把香港畸形房地产市

场的现状仅仅归

“

功

”

于港府还

是有失偏颇的

。

笔者在其他文章

里曾经多次述及

，

2008

年次贷

危机爆发后

，

以伯南克为首的全

球央行疯狂地印钞行为也是元凶

之一

。

在美

、

欧经济萧条

、

全球

债务过剩以及流动性过剩的情况

下

，

各主要央行滥发的钞票大量

地进入亚洲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经

济体

。

加之全球产能的严重过

剩

，

泛滥的流动性蜂拥进房地

产

、

股票等非实体经济领域

。

香港只不过是全球泛滥资金的

一个暂时栖息地而已

，

其高歌

猛进的房地产市场也只不过是由

来自各方的热钱共同炒作而成的

一个产物

，

未来一旦欧洲方面有

任何风吹草动

，

上述热钱必将流

出香港

，

从而再次上演

1998

年

的悲剧

。

与香港突飞猛进的房价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

，

香港的政治和经

济状况暗流涌动

，

令人担忧

。

限

于篇幅

，

笔者仅举数例如下

：

1

、

作为香港经济一个重要

支柱的金融业早已经出现了不景

气的势头

。

从去年至今

，

各大投

行已经裁员四到五次

，

而且继去

年奖金大幅度下滑之后

，

今年各

投行的奖金水平

“

再接再厉

”：

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大幅度下

滑

！

至于最近曝光的摩根大通

“

伦敦鲸

”

的覆灭以及摩根士丹

利在

facebook

上市过程中的阴

沟翻船

，

无论最终调查结果如

何

，

两个悲情故事的背后似乎都

闪烁着一个共同的阴影

：

那就是

为了挽救日益下滑的业绩

，

两家

投行无所不为

！

而这只不过是当

前全球金融业不景气的一个缩影

而已

。

众所周知

，

金融从业者一

直都是香港高房价的最重要买单

人之一

。

在全球金融业日益下滑

的情况下

，

屡创历史新高的香港

房价未来又由谁来买单呢

？

2

、

香港经济活力的一个重

要来源就是香港市民以家庭和个

人为主体的独立创业精神

，

正是

这种精神曾经造就了当今的香港

富豪

。

但如今高企的房价和租金

把众多的家庭企业压迫得叫苦连

天

，

过去一年多以来不断关张的

老字号和街边的商铺

，

似乎隐隐

地昭示着香港传统家庭产业所赖

以生存的经济环境正在变得无法

令人乐观

。

3

、

为大地产商全心全意服

务的曾荫权所领导的港府对民生

问题一直以来都关心不够

，

致使

香港的通货膨胀形势日益恶化

。

除房价外

，

菜价

、

肉价

、

电价

、

交通费等悉数不断上涨

，

香港目

前的物价形势可以概括为

“

没有

最高

，

只有更高

”，

而香港贫富

悬殊问题之严重则已经名列世界

前茅

！

随着高房价所造成的经济

环境日趋恶化

，

过去几年以来

，

香港的政治生态环境也变得日益

恶劣

，

市民的怨言也越来越大

。

所幸的是

，

今年

3

月代表市民利

益的梁振英竞选特首成功

。

但即

使梁振英上台后能够大力推行公

屋政策

，

建造公屋所需的时间恐

怕难以让他获得一个宽松的施政

环境

。

2008

年次贷危机以来

，

美

国不断地通过各种手段向他国转

嫁危机以复苏其房地产市场

，

欧

洲正处于崩溃的前夜

，

而香港则

以冠绝全球的高房价和高租金屹

立于世界

。

环顾世界各国

，

日

本

、

美国

、

西班牙等国的经济先

后溃于房地产等资产泡沫的崩

溃

。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

要是没有中央政府的鼎力相助

，

香港只怕比美国早十年就体验到

房地产泡沫崩溃的滋味了

。

好

了伤疤忘了痛

，

面对美国输出

危机

，

曾荫权领导的港府照单

全收

，

听任并且故意纵容房价

上涨

；

面对欧债危机的爆发

，

港

府则是满怀豪情地以其严重失

衡的

、

毫无风险抵抗能力的社

会

、

政治和经济结构来应对

，

福

兮祸兮

？

压力没山大 毒胶囊企业不怕

余胜良

想听胶囊铬超标企业一个道歉

，

还

真不大容易

。

那些不知不觉吃了毒胶

囊

，

正感觉小腹中微微有些不适的人

，

可能会觉得这些企业脸皮够厚

。

有的企

业管理者可能已从过往的事例中得到所

谓经验

：

舆论对企业的影响不大

，

小百

姓无需忌惮

。

毒胶囊事件像个炸弹一样

，

向公众

发起第二波冲击

。

5

月

25

日国家食品

药品监管局通报铬超标胶囊剂药品抽检

结果

，

全国有

254

家企业被检出产品铬

超标

，

占到总抽检企业的

12.7%

。

如果

对记忆力没有信心

，

要想规避毒胶囊

，

需要把涉毒胶囊的企业名称和批号打印

出来

，

随身携带

，

那可能将是好几张

A4

纸的容量

。

为什么这么多企业用的

胶囊质量有问题

？

据媒体报道

，

还是利

益使然

，

药企选用劣质胶囊

，

成本要便

宜得多

。

毒胶囊就像霰弹枪

，

中弹的还有不

少上市公司

，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统计

，

鲁抗医药

、

复旦复华等

10

多家

A

股上市公司涉身其中

。

上市公司通常

被认为是行业中的佼佼者

，

结果被检出

有问题的一下就有

10

多家

，

这下消费

者该去相信谁呢

。

不光消费者

，

现在失

望的恐怕还有投资者

，

怎么就做了这种

企业的股东呢

？

用道德沦丧这种老掉牙的原因

，

根

本不足以解释何以会出现如此多的企业

使用有毒胶囊

。

如果站在高空

，

会看到

一幅奇怪的画面正发生在中国

：

你制造

毒空气

，

我污染一条河

，

你让我吃毒瓜

子

，

我喂你毒胶囊

，

你给我脏乱差

，

我

还你假恶丑

。

三聚氰胺事件中

，

中国许多著名奶

企都

“

中标

”

了

，

但是最后牺牲的只有

三鹿

，

其他公司都逍遥于法外

，

经营正

常

，

过去的问题现在几乎已被淡忘

。

一

些上市公司的股价比事发前还要高

，

这

也让一些投资者认为

， “

黑天鹅事件

”

是一次低价买入的机会

。

又如轰动一时

的

“

瘦肉精事件

”，

闹到最后也没有谁负

了多大的责任

，

可怜老百姓白白品尝了

那么多劣质产品

，

没有个说法

。

一般而言

，

上述这些消费品直接面

向公众

，

公众应该有发言权才对

，

但公

众的舆论压力

，

却没有给相关公司造成

多大影响

。

这倒未必是因为老百姓容易

淡忘

，

更可能是一种无奈

，

市面上可供

选择的企业有限

，

想找个可信赖的替代

品都挺难

。

胶囊剂药品与上述这些消费品情况

还不一样

。

公众的药品消费并非全是自

主选择

，

许多消费是靠医生开方拿药来

实现

。

既然消费者对三聚氰胺都没办法

，

拿医院和药厂恐怕也更没招

。

许多医药

企业更害怕的是失去进入医院招标目录

的机会

，

至于普通消费者

，

可能他们还

真的不太在乎

。

所以你看涉事

200

多家

药企

，

目前面向公众正式致歉的

，

还找

不出几家

。

大多数时候

，

企业害怕公众舆论

，

倒不是怕舆论本身

，

而是害怕舆论会带

来政府行政制裁

，

当毒胶囊事件成为大

范围事件后

，

一些企业可能反而会放松

下来

：

法不责众是一个古老信条

。

压力没山大

，

毒胶囊企业还都不怕

。

怎么办

？

网友们支了两招

。

其一

，

还得

靠政府

，

共同来盯住监管部门的作为

，

看看监管部门对涉事企业有没有采取相

应的禁入等处罚措施

。

其二

，

也要靠自

己

，

对于有问题的药企

，

就像最近大家

发起的抵制某乳业公司活动一样

，

我们

坚决不再买那些既无道歉又无改正措施

的涉事药企的产品

。

当然

，

后一计也有

麻烦之处

，

买药之前

，

恐怕先得带上打

印好的记录了药企名字的几张

A4

纸

。

（

作者系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

察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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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利润三季度可望企稳回升

陈伟

1-4

月份

，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

14525

亿元

，

同比下降

1.6%

，

相比较

1-3

月降幅扩大

0.3

个百分点

，

其

中

，

4

月当月实现利润

4076

亿元

，

同比

下降

2.2%

，

改变了

3

月利润反弹

4.5%

的

态势

，

这表明当前工业企业利润仍在探底

回落过程中

，

但从当前的降幅仍小于今年

2

月的低点

-5.2%

来看

，

未来利润降幅有

限

，

二季度末筑底的可能性较大

。

4

月以来

，

经济未能延续

3

月反弹态

势

，

而继续走弱较大程度上拖累了企业利

润状况

。

如

4

月需求的疲软拖累了企业生产

，

由此也使得主营业务收入增速放缓

：

1-4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70416

亿元

，

同比增长

12.7%

，

相比较

1-3

月增速减小

1.4

个百分点

。

另一方面

，

经济需求回落带来的企业

产品价格的持续走弱也加剧了主营业务收

入增速的放缓

，

如

4

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

PPI

）

同比增速为

-1.24%

，

比上月降幅

扩大

0.4

个百分点

。

幸好

，

企业毛利率的改善一定程度

上支撑了企业利润的稳定

，

如

1-4

月

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5.08

元

，

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5.37%

，

相

比较今年

1-3

月的

5.28%

继续好转

，

而

这也是今年以来连续两个月反弹

，

毛利

率就此企稳的可能性较大

。

4

月利润增速的再次回落也使得这

轮企业利润见底变得更加曲折

，

而我们

认为考虑到以下因素

，

短期企业利润还

将继续探底

。

第一

，

当前经济需求面仍在持续放

缓

：

如投资方面

，

受累于房地产去库存

及制造业投资增速的放缓

，

二季度投资

增速仍将持续下行

；

出口方面

，

受累于

希腊政治风险引发的欧盟金融市场动荡

加剧以及经济下滑风险加大等因素

，

我

国外需增长仍将继续探底

。

第二

，

当前企业仍处在主动去库存

过程中

，

如

1-4

月企业产成品价格增

速从上月累积的

16.4%

回落到

15.8%

，

而考虑到

4

月以来企业上游产品价格的

回落幅度加大以及下游需求仍没有好转

，

企业仍将继续去库存

，

从而拖累企业产品

价格走稳

。

当然

，

我们也不必对于企业利润过于

悲观

，

今年三季度企业利润企稳回升的可

能性仍较大

。

首先

，

经济有望在三季度出现明显的

改善

，

如房地产方面

，

近期各地地产调控

政策的微调已见成效

，

如

5

月以来地产销

售面积持续回暖

，

今年三季度地产投资增

速见底企稳的可能性较大

；

随着今年

6

月

希腊政治风险引发的欧债危机恶化事件过

去后

，

欧盟经济的形势有望逐渐稳定

，

我

国出口增速今年三季度也有望逐渐企稳

；

近期中央政府强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

要的位置

，

并出台了更多稳增长措施

，

如

4

月发改委批准项目就多达

328

个

，

近乎

去年同期的两倍

，

央行为刺激信贷再次降

准

，

并且不排除

5

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CPI

）

回落后降息的可能性

，

当前仍比

较疲软的基建投资增速二季度末将会出现

明显改善

。

其次

，

未来毛利率还将持续好转

。

如

4

月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回落

，

以

商品研究局指数

（

CRB

）

为例

，

4

月至

5

月底

，

降幅已接近

5%

，

企业的上游成本

压力会继续减轻

。

随着央行近期加大货币

政策放松的力度

，

企业面临的资金紧张状

况会进一步改善

，

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将会

继续下行

，

如

5

月票据利率已经从

4

月末

的

4.8%

回落到

4.3%

，

这将有利于改变当

前不断增速上升的企业财务费用

。

因此

，

企业利润提前国内生产总值

（

GDP

）

增速于二季度末见底的可能性较

大

，

而部分受益于上游产品价格回复幅度

较大

，

企业去库存压力不大且下游需求较

早稳定的行业则有望更早出现利润增速企

稳

，

如电力

、

热力行业受益于上游煤炭价

格的回落

，

和电力需求的逐渐走稳

，

1-4

月利润增速为

20%

，

比去年底的最低点回

升近

30

个百分点

；

汽车制造业受益于上

游钢材

、

有色金属价格的回落以及今年

3

月以来需求的复苏

，

1-4

月利润同比增长

8.7%

，

也比今年

2

月的最低点回升近

15.2

个百分点

。

（

作者系民族证券分析师

）

让利于民 权力之手应不争不抢不折腾

本报评论员

面对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

，

稳增长的

“

政策组合拳

”

近日陆续出手

。

其中

，

铁

道部

、

卫生部

、

交通运输部

、

证监会

、

国

资委

、

银监会等六部委密集出台吸纳民间

资本的政策意见

，

尤其值得关注

。

一个细

化落实

“

新

36

条

”

的

“

让利于民

”

的春

天

，

似乎正姗姗走来

。

从本轮稳增长的

“

政策组合拳

”

中读

出

“

让利于民

”

的价值取向

，

主要基于两

点

：

其一

，

从国务院到六部委的表态与所

出台的政策

，

均将民间资本放在重要的位

置看待

，

一些传统的国有垄断行业也藉此

向民间资本开放

；

其二

，

除了动用财政补

贴鼓励居民消费的手段之外

，

有利于减轻

企业负担并改善民生的结构性减税也在紧

锣密鼓地推进

。

“

让利于民

”

这个词

，

含义很丰富

。

“

让利于民

”

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府手中

。

对于政府而言

， “

让利于民

”

的对象有两

个

：

一是民众

，

二是民间资本和民营企

业

。

所让之利

，

既包括有形之利

，

如实

体财富等

；

也包括无形之利

，

如机会成

本等

。 “

让利于民

”

不仅意味着政府将

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

，

也

意味着政府对着自身进行改革

，

限制自

身与民争利的权力冲动

。

因此

， “

让利于民

”

内含市场化与

民主化的价值取向

。 “

让利于民

”

的长

效机制一旦形成

，

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就

有了坚实的思想土壤

，

民众的预期收入

将会稳步提升从而为扩大内需注入源头

活水

，

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家将会因种

种藩篱的解除而大显身手

，

三者所形成

的联动

，

必将给中国经济转型提供无穷

的驱动力

。

近年来

，

中国政府在

“

让利于民

”

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

在让利于民方

面

，

近年来广受称道的举措是提高个

税起征点

；

在让利于民间资本和民营

企业方面

，

去年以来出台了针对小微

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

金融业也加快了

向民间资本开放的步伐

。

但总体而言

，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让利于民的力度与广

度是远远不够的

，

尤其是在同期国内生

产总值

（

GDP

）

和国家财政收入高歌猛

进的背景下

。

其中特别需要反思的是

，

2008

年

“

4

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

的实施

，

在眷顾做大国有资本与国有经济的同时

，

对民间资本和民营经济形成了不公正的

排挤效应

。

针对

“

国进民退

”

的批评再

起

，

并非空穴来风

。

眼下正在着手展开的新一轮经济提振

系列举措

，

将稳增长与

“

让利于民

”

结合

起来

，

在传统政策套路中注入改革元素

，

其效果的确令人充满期待

。

但是

，

鉴于在

既往的市场化改革中

，

民间资本和民营企

业命运多舛

，

尤其是在所谓

“

关系到国家

经济命脉

”

的行业

，

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

忽而被利用救急

、

忽而被扫地出门并非遥

远的往事

，

为慎重起见

，

有必要给有关决

策部门敲敲预警钟

。

这个预警钟

，

归结为一句话就是

：

从

现在起

，

在

“

让利于民

”

这个问题上

，

权

力之手必须做到不争不抢不折腾

。

不争

，

就是权力之手不能与民争利

，

类似于滥设

路卡乱收费的

“

雁过拔毛

”

行为

，

必须抓

紧叫停

；

不抢

，

就是权力之手不能从民众

和民企手中抢蛋糕

，

诸如暴力拆迁民房

、

强行出卖农田

、

强行向民企摊派费用等做

法

，

必须坚决禁止

；

不折腾

，

就是

“

让利

于民

”

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

以及实践

与口号的一致性

，

不能反复无常

，

也不能

说一套做一套

。

从目前六部委出台的旨在细化

“

新

36

条

”

的一系列举措来看

，

对民间资本

的包容度与开放度显然大有提升

。

譬如

，

从

“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时

，

不得在意向受

让人资质条件中单独对民间投资主体设置

附加条件

”

的新规定中

，

就可以窥见政府

平等对待民间投资主体的诚意

。

但是

，

这

一规定单列出来陈述

，

也表明在我国

，

政

府和国有企业对于民间资本的偏见是何等

强烈

，

要真正矫正这一偏见

，

仅仅凭几条

单列的政策规定恐怕远远不够

。

另外

，

六部委的新举措在吸纳民间资

本方面所表现出的力度固然很大

，

但是在

如何保障民间资本进入国有命脉行业后

，

能平等地分享投资成果

，

且自身的合法权

益不受伤害方面

，

则缺乏周密可靠的机制

安排

。

这也难免让冀图在传统国有行业有

所作为的民间资本心存隐忧

。

再者

，

各部委的

“

意见

”

乃至国务院

的

“

会议精神

”，

通常有一定的周期性

，

不排除它们有随着官员变动和政府换届而

调整的可能性

。

这也是民间资本进入国有

经济领域所要考量的政治风险

。

六部委吸纳民间资本的政策意见公布

后

，

一些评论人士为此鼓掌叫好

，

一些人

对此表示审慎乐观

。

在微博上

，

也有网友

用

“

请君入瓮

”、 “

关门打狗

”、 “

剪羊

毛

”

等戏谑之语

，

来解读六部委吸纳民间

资本的新政背后

“

不可告人的目的

”。

这

一完整的语境所聚会的民意

，

值得我们怀

着

“

兼听则明

”

之心去认真思考

。

“

让利于民

”

的确是好事

，

但把这件

好事做好的确不容易

。

在这个问题上

，

如

何确保权力之手不争不抢不折腾

，

恐怕还

必须超越

“

意见

”

和

“

会议精神

”

层面

，

到法律和制度层面做大刀阔斧的改革文章

才行

。

地下水质不安全， 三亿农民用水难。

环保口号虽响亮， 实际效果很扯淡。

改善生态要抓紧， 发展经济可放慢。

金银财宝再珍贵， 难买绿水和青山。

First Response

舆情时评

中国五成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

，

三亿农民饮水不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