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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之王煤炭的谢幕曲

70

年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

说过， “我们的文明建立在煤炭

基础之上”。

70

年过去了， 欧洲

早已走过了煤炭依赖期， 而亚洲

正当其时。 中国是煤炭消耗的大

国， 煤炭占能源结构的

70%

。 而

今年煤炭结结实实地遭遇了一场

价格狙击。 秦皇岛各港口 “黑金”

压港， 库存量数月高达

2000

万

吨。 不仅仅是煤炭价格下滑， 更

为严重的是出现滞销。 在昨天播

出的 《新财富夜谈》 中， 财经评

论员叶檀和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

官韩晓平等一同讨论能源之王煤

炭由沸点到冰点的谢幕曲。

叶檀： 煤炭的黄金

10

年过去

了吗？

韩晓平： 我认为黄金

10

年过

去了， 再也不会有了。

山西吕梁联盛集团的副总裁

田凤发告诉记者， 今年产量比往

年压缩了三分之一。 以前是客户

求着煤矿卖煤， 今年是煤矿求着

客户买煤。

2002

年主焦煤是

130

多元

/

吨， 最高峰时最好的主焦煤

达到了

1500

至

1600

元

/

吨。 去年

售价是

1100

元

/

吨左右， 而今年

主焦煤的价格已经跌到

700

元

/

吨

了； 高硫焦煤和肥焦煤比原来的

售价降了一半。

煤矿今年介于微利和零利润

之间， 不仅是大煤老板觉得今年

生存不易， 煤炭加工、 仓储的小

煤老板的日子则更加艰难。 吕梁

煤焦公司老板吴玉平称， 这个月

每吨煤赔五六十元， 下个月它还

要掉价。 产量是去年的十分之一。

韩晓平： 煤炭的黄金

10

年过

去了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经

济下滑， 第二是海外煤炭的产能

冲击。 比如印尼

5400

大卡的煤只

卖

80

美金

/

吨， 还是送到你家门

口来的价， 成本低， 热值也很高，

装船也方便。 从运距来说， 从印

尼运到咱们东南沿海比从秦皇岛

运过来可能还近。 而且澳大利亚、

南非、 巴西、 美国都在准备向中

国出口。

叶檀： 是不是因为中国人这

段时间一直在进口煤， 对煤的依

赖度越来越大？

韩晓平： 别人不让烧了， 就

你们这不顾环境可以乌烟瘴气乱

烧。 第三就是前段时间 “压小上

大”， 结果上了好多大的煤矿， 产

能集中释放过度。

叶檀： 现在产能多了多少？

韩晓平： 煤炭工业协会说

39

亿吨。 这个煤到底烧了多少， 现

在确实很难统计出来， 统计的各

个口径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想只

多不少。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限煤

是大趋势。 各地政府都已经意识

到不限煤就没有办法完成节能减

排的任务， 不减排就要摘乌纱帽，

所以他们就不惜代价用气、 用气、

用气， 减少对煤炭的消费。 “十

二五” 规划中天然气要从原来的

1000

亿增加到

2600

亿。 第一年

就增加了

300

亿立方米， 后头每

年至少要增加

300

亿左右。 一吨

标准油的天然气相当于两吨标准

油的煤， 高效又清洁， 这样的话

又把煤压下来了。

叶檀： 现在这个气在能源中

的比率是多少？ 煤是多少？

韩晓平： 气现在是占

4.2%

，

煤是占到

70%

。 但是 “十二五”

煤要从

70%

降到

63%

； 而气要从

原来的

3.9%

提高到

8.3%

。 全世

界一半的煤在中国烧啊， 中国就

这么点地， 然后烧得自己乌烟瘴

气， 到处是

PM2.5

、

PM10

超标。

能源结构决定经济基础， 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 现在中国所有

的问题都跟煤有关系。 全世界煤

炭比例在

70%

的时候碰到的问题

跟中国今天碰到的问题都是一模

一样的， 垄断、 污染、 社会不公、

贫富差别， 全世界都一样。

叶檀： 所以我们心理听着平

衡一点， 那时候伦敦烧

70%

的煤

的时候也是天是黑的，

PM2.5

特

别高。 好像我听到了一些市场的

信号， 觉得天然气是我们国家重

点培养大力扶植的一个行业， 而

煤炭好像就有一点灰溜溜的感觉。

但是中国即便说经济不景气， 火

电总要用煤吧， 冬天锅炉总要用

煤吧， 这个煤炭为什么就是说一

下子就降那么多呢？

韩晓平： 电力用煤量占百分

之四十几， 更多的是中小锅炉用

煤量很大。 煤也是甲醇、 尿素等

化工品和钢铁建材的基础原料。

煤价下跌以后， 一些生产要素的

成本跟着下跌， 会使中国产品出

口的竞争力有所恢复。 现在当然

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现在煤价

下跌以后， 大家都在讲要把煤和

电要拉到长期协议上来， 那么煤

炭的收益就会变得稳定。

叶檀： 我们现在要说一个比

较有争议性的群体： 煤老板。 任

何一个群体都有左中右， 我们来

说说坏的东西。 第一扫楼， 跟着

潘石屹扫楼的是他们吧？ 山西清

剿煤老板民资的时候， 我当时特

别为他们抱不平喊过， 但是后来

很多人跟我说， 我们这儿贿赂干

部给干股、 掠夺资源、 把地方挖

得一塌糊涂的全是煤老板， 也是

山西人告诉我的。 这个东西也是

事实啊。

煤炭市场疲弱， 天量的煤炭

资金暗潮涌动寻找出路。 山西吕

梁作为一个盛产焦煤和煤老板的

城市， 一边是挖煤带来的财富效

应， 一边是极其脆弱的城市生态，

地方政府如何平衡两者关系， 如

何引导煤资， 转型又有哪些途径

呢？ 市政府官员告诉记者， 当务

之急就是因地制宜得寻找合适的

项目， 将煤老板的资金沉淀下来，

带动就业。

2012

年吕梁市政府要

求， 所有在吕梁的煤矿都要实施

“

1+1

” 工程， 即一个煤矿必须建

一个非煤企业或延伸项目， 不建

者勒令煤矿停产。 目前吕梁煤老

板投资的非煤项目有： 汾阳市的

杏花村白酒产业园区， 计划投资

130

亿元， 现已沉淀了

70

亿多的

煤资； 孝义市投资

50

亿元做

LED

（发光二极管） 项目， 并将投资

100

亿元打造集研发制造与产业

化一体的综合光电产业园； 柳林

县联盛集团计划

100

亿建生态农

业园区， 现在已投资

20

多亿。 煤

老板正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他们

搞

LED

、 做农业做白酒， 尝试着

由 “黑” 转 “白”， 由污染转清

洁， 由地下转地上大跨度的转型。

叶檀： 煤老板已经不是我们

想象的煤老板了， 他们正在一个

蜕变的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要看

的是政府了。 因为第一桶金已经

挖完了， 血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如果给他一个好的政策， 让

他节能或者是让他这个股权干净，

煤老板的资金可以做到按章按规

来经营。 我想政府要做的不是强

迫煤老板转型， 政府应该做的是

让煤老板有更加宽广的投资渠道，

至于他投资输还是赢不要去管他，

让他去拼去杀， 会有另一拨人精

从煤老板里边诞生。

楼市调控后续税收政策应细思量

王瑞霞

随着近来房地产市场出现升温迹

象， 新一轮调控政策行将出台的预期也

在不断增强。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接力政

策有二，一是提高二手房交易税，二是加

大房产税开征试点力度。据媒体报道称，

各地正密集推进存量房信息系统建设招

标工作， 为加快房产税试点扩容和提高

二手房交易税做技术准备， 税收的技术

性障碍有望消除。

从理论上说， 上述两条税收政策剑

指楼市投机客， 意在通过加大住房交易

成本和持有成本，打击投机性需求，抑制

房价上行。房产税如果扩大至存量房，还

会逼迫囤房者尽快出租出售房屋， 增加

市场供应，同样会起到平抑房价的作用。

然而两条“加税”政策果真出台，收

效如何还要打个问号， 因为这将取决于

楼市大环境、 税率高低和征收范围等细

节问题。

就拿提高二手房交易税费来说，其政

策意图不落空的前提是税真正加在了业

主头上，但实际情况却可能事与愿违。

笔者日前与北京一家房地产中介

谈起二手房市场回暖，中介说，近来不

仅二手房价上涨，而且由于交易计税价

格的上调， 购房人实际负担上升了不

少。 以东四环外的一个楼盘为例，目前

成交价在

3.6

万元左右， 与去年底相比

上升了约

10%

， 由于该地区的二手房交

易过户计税价格由原来的地区指导价

每平米

6000

多元，上调到评估价约

2.4

至

2.5

万元， 计税价格一下子提高了三

倍多，含税房价相较以前实际上涨了近

16%

。 计税价格上调后，原本由卖家承担

的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仍然和以前一

样悉数转嫁到买家身上。可见，提高二手

房交易税虽然意在让卖家将高额获利吐

出来，但实际情况却是买方“吐血”承担。

由于目前买房人大多是刚需， 所以加税

政策会因此伤及楼市正常需求。

业主缘何能将成本强硬转嫁出去？ 背

后的真正原因是，目前房价上行预期增强，

恐慌性购房重现，在二手房交易谈判中，购

房者处于心理弱势， 业主容易坚守自己的

要价。

问题是，在楼市库存高企、总体上供大

于求的市场环境下， 缘何买方仍处于不利

的交易地位？究其因，一是楼市供需失衡某

种程度仍未改变，以北京为例，五环以内近

年来新增楼盘很少，一遇楼市反弹，供需矛

盾就会显现。二是自楼市调控以来，很多房

地产商虽然日子难过， 但他们宁可硬挺也

不愿通过大幅降价来促销， 房价整体降幅

有限， 而且一遇市场升温房地产商及销售

就故伎重演，人为制造恐慌性购房气氛，为

房价上涨预期推波助澜。

所以说， 如果楼市整体运行大环境没

有根本性的变化， 指望以再度提高二手房

交易税来调控房价， 怕会陷入越调越高的

窘境。 而楼市大环境的改变需要政策合力

来解决。比如，通过限期销售督促房地产商

们进一步降价，尽快将过多的库存变现，降

低房价上涨预期；为减少房价刚性成本，在

土地转让环节，地方政府应理性报价，而不

是悄然提高报价以致生出新的地王或接二

连三地流拍， 从而抬高周边房价或造成新

的供需矛盾等等。

再拿房产税来说，由于其堪称楼市调

控利器， 近来试点扩大消息甫一亮相，便

在网上引发激烈争议。 所以在相关政策的

出台上应更多地征询民意，多费思量。 房

产税开征如果税率低、征税面窄，有可能

出现像试点城市上海和重庆那样 “雷声

大、雨点小”的情形，而且，业主也极可能

通过提高租金或交易价格将成本转嫁出

去，这些将导致调控效果大打折扣。 如果

税收力度加大，则必然波及存量房，这就

需要在打击投机行为的同时兼顾居民基

本的居住需要，以及保护居民正当的财产

性收入。 此外还要防止地方政府为添补财

政窟窿，在房产税试点过程中采取一些冒

进的做法。

《新财富夜谈》 是一档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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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债国有序退出可化解欧元解体危机

李双全

欧债危机

2009

年

12

月爆发至今已

经两年多了， 对全球经济的拖累效应

日益显现。 期间， 欧盟和相关国际组

织出台了多种政策和措施， 希望能力

挽狂澜， 但都收效甚微。 目前， 债务

危机愈演愈烈， 以至欧元区解体的舆

论甚嚣尘上。 实际上， 对于深陷债务

泥潭的高负债国来讲， 无论是放松货

币政策还是扩大援助机制， 其支持力

度都是有限的， 只有量入为出、 紧缩

财政， 才是解决债务危机的根本之策。

此外， 如果欧元区果真出现不能保全

的情况， 允许高负债国暂时 “退入”

欧洲汇率机制

II (ERMII)

、 在一定期限

内以欧元区非正式成员国的资格存在，

以这种 “有序退出” 的方式避免对市

场造成过度冲击， 抑或是应对欧元区

解体的可行之策。

成员国赤字及债务均超上限

紧缩财政， 对于陷入经济萎缩的高

负债国民众来讲， 确实很残酷； 但放任

赤字增加， 一味扩大外界救助规模， 只

会进一步增加高负债国债务负担。 欧盟

《稳定与增长公约》 将成员国赤字与国

内生产总值 （

GDP

） 之比的上限标准设

定为

3%

， 而欧盟

7

月公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 目前欧元区成员国大都已超出这

一标准， 其中意大利财政赤字占

GDP

之比为

8%

， 希腊财政赤字占

GDP

之比

已超过

9%

。 此外， 欧盟 《马斯特里赫

条约》 把各成员国债务与

GDP

之比的

上限标准设定为

60%

， 而欧盟最新数

据显示， 欧盟

27

国政府债务占

GDP

之

比平均值已超过

80%

， 欧元区

17

国政

府债务占

GDP

之比平均值已接近

90%

，

其中意大利债务占

GDP

之比为

123%

，

希腊此项数据已高达

160%

。 标普预

计， 希腊债务占

GDP

之比

2013

年底可

能升至

170%

。 欧盟近日强调， 希腊必

须遵守接受第二轮救助时签署的谅解备

忘录中的条款， 到

2020

年将债务占

GDP

的比率降至

120%

。

减赤降债须降低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成本过高， 是重债国巨额赤

字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是加剧其债务

危机的罪魁祸首， 更是导致其在国际

市场丧失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欧盟资

料显示， 在

2000

年至

2009

年的

10

年

间， 西班牙劳动力成本累计上升

50%

，

意大利劳动力成本累计上升

35%

， 而

同期德国的劳动力成本只上升

18%

。

过高的劳动力成本超过了同期经济发

展能力， 只能通过加大政府支出来完

成， 导致财政赤字增加； 而政府通过

扩大债务规模、 增加金融机构杠杆的

举措填充赤字， 则推高了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例， 在长年累积效应下， 无

可避免地引发了债务危机， 进而又演变

成欧元危机。

降低重债国劳动力成本， 是减少政府

财政赤字、 提高国际竞争力、 恢复经济发

展的必要条件。 换句话说， 政府紧缩财

政减少赤字， 无论如何都绕不开降低民

众工资水平及社会福利标准； 应对激烈

的国际市场竞争， 同样需要廉价的劳动

力成本提高其商品竞争力。 只有在国际

市场的竞争力提升了， 尤其在 “欧盟内

贸” 中与德国等核心国的贸易逆差缩小

了， 经济恢复才有可能实现。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欧盟和欧洲央行应督促重债

国加速结构性改革， 促进更加自由的劳

动力市场谈判。 不可否认， 对重债国民

众来讲， 降低劳动力成本是件痛苦的事

情， 但这是纠正过往偏差过程中必须付

出的代价， 不愿承受财政紧缩的痛苦，

指望靠借债维持高工资高福利的社会现

状， 就无法摆脱债务危机的困境。

把欧元联盟变成开放机制

欧元区这个欧洲货币联盟创立之初，

未考虑到有一天可能会出现成员国退出、

甚至遭遇可能 “解体” 的尴尬境地， 从一

开始就呈现了一种只有加入机制而没有退

出机制的封闭状态。 为防止那些无法摆脱

债务危机、 最终选择退出或被迫退出欧元

区的国家无序退出， 给欧元区乃至欧洲经

济造成难以遏制的冲击， 允许退出国在一

定期限内以非正式成员国的资格使用本国

货币， 同时赋予其在经济恢复、 汇率稳定

之后重返欧元区的选择权， 把该联盟变

成一个开放的、 可进可退的机制， 可能

是目前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值得借行的一

步； 而欧洲汇率机制

II (ERMII)

为此种

设想提供了可行的前提条件。

欧洲汇率机制 （

ERM

） 创立于

1979

年， 旨在限制欧盟成员国货币的汇率波

动， 为成员国货币的汇率设定了固定的中

心汇率； 而欧洲汇率机制

II

（

ERMⅡ

），

进一步为欧元汇率设定了固定的中心汇

率。 欧洲国家在申请加入欧元区时， 须先

申请加入

ERMⅡ

， 该机制以欧元为一方，

以每个加入该机制的非欧元区成员国货币

为另一方， 规定非欧元区成员国在加入

ERMⅡ

之后的两年内， 必须保证本国货币

对欧元中心汇率的标准波动幅度不能超

过

±15%

， 这是申请加入欧元区必须满足

的前提条件； 而

ERMⅡ

成员国一旦被批

准加入欧洲货币联盟 ， 同时就退出了

ERMⅡ

。

把这种明确的进、 退机制引进欧洲货

币联盟， 允许那些深陷债务危机的欧元区

国家暂时退出欧元区加入

ERMII

， 使欧元

区成为一种开放的机制， 相对于目前只有

进、 没有出的封闭式机制， 不失为一种应

对欧元解体危机的权宜之计。 毫无疑问，

无论重债国以哪种形式脱离欧元区， 他们

一旦采用本国货币， 势必面临巨大的汇率

贬值压力。 欧洲央行应适度放宽其对欧元

中心汇率波动幅度的限制， 同时采取相

应措施对市场进行适度干预， 尽可能避

免过大波动的产生。 随着退出国汇率贬

值、 出口竞争力提升以及经济结构改革见

效， 在其汇率对欧元中心汇率波动幅度满

足

±15%

后， 可重新恢复其欧元区成员国

资格。 退一步讲， 如果在规定期限内退出

国经济状况仍不见好转， 届时他们可由

ERMII

退出， 可缓解目前情况下直接退出

欧元区对市场产生的冲击。

（作者系全国工商联办公厅调研员）

赵乃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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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淡企业与资本的爱恨情仇

杨丽花

近一段时间， 资本市场甚是热闹。

雷士照明与赛富亚洲以及关键角色施

耐德就管理权干仗未了， 京东苏宁网

上网下全面开战， 更是让沉寂冷清的

股市多了几分热闹。 虽然此次国美黄

光裕未能亲自参战 “三国杀”， 但是国

美与贝恩资本的纠葛， 似乎还有余热。

相信，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成熟，

类似的掐架肯定少不了。

闲人多少有些唯恐天下不乱的

“坏心肠”。 但是企业特别是创业企业，

看戏的心情估计不轻松。 熟悉的一家

中型企业， 一直不屑于亲近资本市场。

理由很简单———“我又不希望从股市圈

钱。” 清高是一回事儿， 对资本市场的

魔力了解不够更是主要障碍。 但是最

近当外部经营环境恶化， 他觉悟了。

他做不到任正非第二， 就应该傍上资

本市场。 上市公司有万千股民撑腰，

要想死掉都不是那么容易。 只要活着，

翻身总是有希望； 但是如果倒了从头

再来就难多了。 就算自己捆不上股民，

至少应该拉几个风投进来。

看人家刘强东， 一张嘴忽悠了

上亿美金， 几年下来一分钱也没有

赚到吧， 风投也没把他怎么样。 而且

要真打起仗来， 风投都是支持的， 别

管是刘强东绑架了风投， 还是风投心

甘情愿陪刘强东， 反正与苏宁的这一

仗， 在士气上， 是没有输。 不像苏

宁， 被刘强东恐吓几下， 机构就开

始抛售股票。

刘强东有福气， 背后资本如此给

力。 但是苏宁又何尝不是一直借力资

本与资本市场呢？ 如果当年深圳没有开

中小板， 绝不会有今天的苏宁。

说到这， 突然想到黄光裕， 他在资

本市场里水性可不一般。 他与资本大鳄，

先如胶似漆后又刀光剑影。 没有资本市

场， 没有资本大鳄， 国美大不了， 黄光

裕牛不了； 没有资本大鳄， 陈晓也根本

没底气叫板国美管理权。 是是非非都是

资本惹的祸。

作为资本方， 赛富亚洲角色的转换

可能更能代表资本的态度。 帮助吴长江

把雷士照明搞到香港上市， 成为中国在

国际上唯一可拿得出手、 说得上话的照

明企业。 同样作为投资者， 阎焱与

IGD

的熊晓鸽， 同为中国风投领袖。 当年熊

晓鸽投资了腾讯， 马化腾至今仍然感

激。 理论上， 阎焱在雷士照明也可以

造就这样一段佳话。 但不巧的是， 雷

士照明不光有赛富亚洲还有施耐德。 在

复杂的利益纠葛中， 人性会选择对自己

有利的一面， 更何况是以经济利益为唯

一目的的

PE

。 或许吴长江后悔招来了阎

焱， 但是他肯定不会否定资本带给他的

成功。

在资本市场上， 不要怪资本不讲情

面， 看势头不对想抛弃就抛弃， 正如机

构在京东进攻的时候抛售苏宁股票一样；

看到更大的利益， 想掉头就掉头， 把你

换下来也没啥， 正如把吴长江拉下马一

样； 如果你做的不如我想的那样， 就一

定要落实 “对赌”， 逼死你非我所愿， 但

是我也是没得选择。 资本本如此， 开始

出现的时候总是美女， 当你的吸引力不

够的时候， 随时也可以变成野兽。 在资

本市场， 享受 “美女” 带来的力量时，

还得学习驾驭 “野兽”。

姚明变身

PE

新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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