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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首次

公开招聘中层干部

上交所近期启动了两项面向海内外、 面向

市场公开招聘引进中高层次人才的计划。 据介

绍， 这是上交所第一次面向市场直接引进成熟

人才担任中层干部。

据悉， 公开招聘中层专业管理人才计划主

要是面向市场公开招聘

9

个职位的中层专业管

理人才， 每个职位计划招聘

1

人。 这

9

个职位

的合格人选将纳入上交所中层干部序列， 职务

级别为总监级或副总监级。

上述

9

个职位包括市场服务、 上市公司会

计监管、 债券业务、 基金业务、 衍生品开发与

管理、 发展研究、 风险控制与内部审计、 技术

开发与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等。 招聘公告将在

上交所官网、 官方微博， 以及相关证券财经报

刊和网站发布。 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26

日， 招聘预计将在

11

月前全部完成。

公开招聘海外高层次金融人才计划的主

要内容是面向海外主要金融中心城市公开招

聘

7

个岗位方向的金融人才， 计划招聘

16~25

人。 这项招聘计划借助上海市金融工委统一

组织的 “

2012

年海外高层次金融人才招聘”

平台进行。

上述

7

个岗位方向分别是金融产品开发、 债

券业务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经济研究、 国际资本

市场法律研究、 国际资本市场会计研究、 市场发

展、 数据挖掘与数据应用服务规划。 招聘公告已

在上交所官网、 官方微博， 以及上海市金融工委

委托的上海金融人才网和英国金融人才网发布。

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15

日， 招聘预计将

在

12

月前全部完成。 （徐婧婧）

食品价格强劲反弹

CPI

上行压力加大

证券时报记者 魏曙光

7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

CPI

） 创下

30

个月的新低之后，

在食品价格大力推升下，

8

月份

CPI

反弹几成定局。 在国内增加粮

食产量难度越来越大的背景下， 全

球粮食减产对国内农产品价格引领

作用越来越强， 农产品价格反弹力

度越来越大，

CPI

强势上涨恐怕才

刚刚开始。

食品价格涨势正酣

昨日中午， 北京市民张先生去

买鸡蛋 ， 一问价格吓了一跳 ，

“

5.1

元

/

斤！ 两天前我买的鸡蛋

4.9

元

/

斤， 前几天才

3.8

元

/

斤， 涨得

这么厉害！”

卖鸡蛋的商贩李婶也很无奈，

“新发地市场内散鸡蛋的批发价格

达到

4.9

元

/

斤， 箱装鸡蛋的批发

价格达到

4.7

元

/

斤， 每斤我还赚

不到

2

毛钱， 而且销量还不行。”

据北京新发地双桥市场的工作

人员介绍， 从

7

月中旬到现在， 市

场内鸡蛋的价格平均每

3~4

天就

要涨

1

至

2

毛钱，

7

月

21

日市场

内散鸡蛋价格只有

4.1

元

/

斤， 一

个月的时间上涨了将近一块钱。 与

一周前相比 ， 散鸡蛋价格上涨

6.5%

、 箱装鸡蛋价格上涨

10.3%

。

其实， 不仅仅是北京， 全国大

部分地区批发鸡蛋价格都突破

4

元

/

斤， 散卖鸡蛋价格都已经进入

“

5

元” 时代。 养殖户普遍反映，

鸡蛋价格上涨主要是饲料涨得太厉

害。 原来

1.2

元

/

斤的饲料， 现在

涨到

1.45

元

/

斤了， 养殖利润已大

幅下降。

不过相对于鸡蛋的 “温和上

涨”， 蔬菜价格涨势更为明显， 价

格已经连续

5

周上涨。 根据商务部

昨日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 由于闷

热多雨天气影响叶类蔬菜生长和储

存， 加之茄果类蔬菜进入采摘淡

季，

36

个大中城市

18

种蔬菜批发

价格比前一周上涨

2.2%

， 其中圆

白菜、 西红柿和茄子比前一周分别

上涨

12.3%

、

11.2%

和

8.5%

。

由于

CPI

里逾

30%

的权重都

是食品， 食品价格上涨对

CPI

的影

响非常大。 此前，

7

月份

CPI

同比

增长

1.8%

， 创

30

个月来新低的主

要原因是翘尾因素和食品价格的回

落。 证券时报记者从调查中了解

到， 多家券商研究机构对于

8

月份

CPI

的预测均在

2%

以上。

西南证券分析师张仕元认为，

最近一个多月来， 国际大豆、 玉

米、 食糖和小麦价格持续走高， 部

分产品甚至创出历史新高， 我国的

食品价格也将难以 “独善其身”。

特别是今年国内的气候条件也不理

想， 因此三季度我国食品价格指数

将扭转持续走低的态势转头向上。

粮食进口规模上升

国内饲料价格走高， 正是源于

国际市场玉米、 大豆价格的大幅飙

升。 数据显示， 受美国中西部大旱

影响， 自今年

6

月以来， 国际玉米

价格飙升

50%

， 已升至历史高点，

大豆和小麦价格也上涨约

30%

。

中国作为全球第一饲料进口大国，

国内饲料价格因此走高也是必然。

值得注意的是， 国内普遍存在

一种观点认为， 从粮食进口结构来

看， 中国只是全球第一饲料进口大

国， 主要进口品种是玉米和大豆。

国内口粮以大米和小麦主打， 进口

有限， 因而， 此轮国际粮价的疯涨

对国内粮食市场影响有限， 因为中

国有足够的粮食产量和储备能力。

按农业部门的统计， 今年全国夏粮

实现 “九连增”， 而全国粮食总产

量尤其是小麦和水稻这两种主粮的

产量近年来一直能够跟上需求的稳

步增长。

布瑞克农业咨询公司分析师林

国发认为， 应该辩证看 “粮食”，

不应该仅仅盯着口粮。 因为我国的

饮食习惯近年来跟随西方生活方

式， 直接消费口粮减少， 口粮价格

涨跌的重要意义相对下降。 而国人

对肉食消费剧增， 正在对粮食需求

产生乘数放大效应。

统计显示， 中国从

1986

年的

人均肉类消费量为每年

35

公斤增

至

2010

年的

60

公斤。 而每生产

1

公斤牛肉要消耗

8

公斤左右的粮

食， 生产

1

公斤猪肉只需要消耗

3~5

公斤粮食。 中国用于家畜饲料

的粮食从

1980

年的

6800

万吨增至

2009

年的

1.2

亿吨， 增加了近一

倍， 从

2000

年至今， 中国已经连

续

9

年出现粮食求大于供的局面。

“吃肉” 效应也使得中国粮食

进口规模大幅上升。

2011

年， 我

国从国际市场上进口的粮食包括大

豆在内， 一共是

5800

多万吨， 相

当于

1160

多亿斤， 相对于

2011

年

国内的粮食总产量

11424

亿斤， 进

口的粮食超过国内粮食总产量的十

分之一。

进入今年上半年， 我国谷物进

口更是大幅增加。 数据显示， 今年

1~6

月， 我国谷物共进口

734.3

万

吨， 同比增

283.7%

； 谷物净进口

669.2

万吨， 增

4

倍。 其中进口小

麦

219.4

万吨 ， 同比增

294.9%

；

玉米进口

240.5

万吨， 去年同期仅

3.6

万吨； 大豆进口

2905.3

万吨， 同

比增

22.5%

。

国际粮价仍有上涨空间

过去一段时间， 全球重要的作物

主产国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灾害， 多

数农作物减产预期越发强烈。 在全球

农产品需求持续增长的今天， 自然灾

害频发将进一步加剧供应的紧张， 价

格上涨趋势仍未终结。

美国是全球主要的玉米、 大豆

和小麦出口国， 供应着全球

40%

的

玉米和大豆以及

20%

的小麦。 根据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 美国中西部干

旱是自

1956

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旱

灾。 截至目前， 美国农业部已经把

30

多个州的将近

2000

个县确定为自

然灾害主要灾区， 其中

1670

个县为

干旱灾区；

63%

的牧场遭受旱灾。 不

少农民放弃了大片玉米种植地， 面

积甚至超过了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国

土面积总和。

强烈减产预期下， 对冲基金正

在瞄准农产品领域。 根据美国期货

监管委员会的统计显示， 商品基金

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 玉米期

货和期权部位上仍在大幅增持玉米

和大豆期货净多头头寸。 截至

8

月

14

日当周， 在大豆期货上， 当周持

有的净多头头寸累计升至

115896

手；

在玉米期货上， 当周为持有净多头

245380

手。

相对于国际粮食市场强劲的上

涨， 国内粮食价格尤其口粮价格上升

显得有点 “温吞水”， 但是价格上涨

方向却十分明确。 而近几年我国耕地

水资源短缺， 极端气候频发， 农村劳

动力不足， 使得维护国内粮食安全的

成本和难度越来越大。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预测报告显

示， 由于国内小麦价格便宜， 导致

饲料企业小麦替代玉米数量逐年增

大， 后期小麦价格仍将呈稳步上涨

态势。

记者观察

Observation

美国大豆与中国房子的刚需逻辑

证券时报记者 魏曙光

把美国大豆与中国房子扯在一

起， 是因为他们讲的同一个故事， 那

就是中国的 “刚需”。

远的不说， 说近的。 根据中原

地产的统计，

4

月份国内楼市价格

有所回暖，

5

月份成交量上升，

6

月

份价格微涨

0.02%

，

7

月份

70

个大

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平均环比上涨

0.14%

， 已连续两个月上涨。

反观美国农产品市场， 去年

10

月

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年

2

月份， 南美诸

国干旱， 但玉米与大豆行情仍徘徊不

前；

5

月份美国旱灾开始， 芝加哥期

货交易所玉米价格已上涨约

50%

， 突

破每蒲式耳

8

美元， 创下历史最高水

平， 带动大豆和小麦价格全面上涨。

显然， 从图形上看， 两者走势较

贴切。 中国楼市 “刚需” 进场拉高楼

价， 美国农产品也因为中国进口 “刚

需” 进场而卖出高价。 毕竟， 作为全

球第一大粮食进口国， 中国粮食进口

规模越来越大，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增量”。

拉长时间距离来看， 两者走势

吻合度也相当高。 中国入世以来，

国内商品房开始迈开上涨步伐， 而

美国大豆在经历了

1996

年以后

4

年多的大熊市后， 也开始因为中国

而迈入 “漫漫牛市”。 期间，

2006~

2007

年中国房价大涨， 美国大豆也

大涨；

2008

年中国房价大跌， 美国

大豆也大跌；

2010

年中国房价再创

新高， 美国大豆有点 “犹豫”， 但

是今年又创出了新高。

如此相同的趋势， 归结到一点：

中国楼市的 “刚需逻辑” 是中国土地

有限而人口众多， 美国大豆的 “刚需

逻辑” 也是中国土地有限而人口众

多， 两者都面临资源瓶颈。 中国房子

关乎中国人的住， 美国大豆则关乎中

国人的 “胃”。 中国人的饮食已越来

越依赖牛肉和猪肉， 进口大量大豆来

制造食用油和养活牲畜。 因此在过去

10

年中， 北美和南美的农民将更多的

土地用于种植大豆， 而全世界范围

内， 小麦和水稻产量增幅有限。

不过 ， 除了这个长线逻辑之

外， 短期逻辑更是相似， 都是因为

实体经济的衰退。 中国楼市， 因为

庞大的居民储蓄投资无门， 股市低

迷、 实体经济普遍萎靡， 加上过去

10

年的强大赚钱效应， 让人蜂拥而

至。 美国大豆， 则因为全球经济下

滑风险仍存， 除了美国、 德国负收

益的国债外， 股市和商品风险资产

中， 农产品因为虚弱的供给面和强

盛的需求而备受国际资金青睐。

毫无疑问， 全球经济萎缩的格

局下， 流动性不会跑去实体经济，

而更喜欢向 “房子” 和 “豆子” 这

样的 “刚需” 进军。 缺乏流动性的

情况下， 已然如此， 可以想见， 一

旦流动性释放， 或者财政投资加大，

这些 “刚需” 将上涨到何方呢？

楼市调控新政难现 或以强化执行为主

证券时报记者 艾林

近期， 房地产市场回暖迹象明

显，

7

月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

翻倍， 业界对政策 “加码” 的预期

增强， 而湖南湖北正在制定房产税

试点方案的消息， 引发地产股调

整。 业内普遍担心， 新一轮调控政

策 “靴子” 将很快落地， 而这靴子

里装的可能包括提高二手房交易

税、 推进房产税试点、 重启问责制

和调整预售制度等 “新政”。

在楼市调控的关键时点， 后续

的政策走向备受关注。 不过， 与上

述市场对政策走向的判断和理解不

同， 笔者认为， 从当前国务院督查

组给出的初步结论以及当前市场情

况来看， 未来的政策走向或以强化

执行为主， 新一轮调控政策出台的

可能性并不大。

上周， 中国政府网发布了房

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督查情况综述，

督查组认为， 总的看， 国务院关

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各项政策措

施得到了较好落实， 调控成效不

断显现， 投机投资性需求得到有

效抑制。

尽管督查组指出了一些需要特

别关注的问题： 近期一些城市房价

环比出现上涨， 导致市场预期发生

变化， 稳定房价的压力加大； 个别

地方存在通过放松限购条件、 发放

购房补贴等方式， 刺激住房消费的

苗头等。 但是针对这些问题， 督查

组给出的意见主要是深入贯彻落实

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措施， 加强市

场监测分析， 不得以任何理由变相

放松调控。 具体整改意见包括加大

住宅供地， 严格预售许可管理， 全

面实施预售资金监管制度， 执行不

力或放松调控要实行问责等。 而在上

述意见中， 强调调控不放松在预期之

内， 问责制和预售资金监管制度也不

是新政。

尽管当前房价出现反弹， 但是房

价大涨的基础并不存在。 因为国家对

房地产调控处于两难境地， 既要稳增

长， 又要控房价， 如果打压太狠， 会

有较大影响， 毕竟房地产相关行业太

多。 再说， 各地此前都制定了房价调

控目标， 如果超过这个目标， 就会被

问责， 问责制决定了房价只会微涨，

不能超过房价调控目标。 更何况， 在

限购限贷政策不放松的前提下， 没有

投资投机需求入市， 房价也不可能涨

得太快。

值得注意的是， 所谓的调控政

策， 通常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出台的

政策措施， 而房产税应被看做是一

项长期的制度改革。 从去年

12

月

底以来， 国务院、 财政部、 住建部、

国税总局等先后多次在不同场合表

示， 今年要加快推进房产税试点，

试点范围扩大是必然趋势， 在意料

之中， 未来不管是哪个省市加入了

第二批试点范围， 也不能看做是调

控 “新政”。 从目前全国

40

个城市

已经信息联网来看， 只能说房产税

的扩征又前进了一步， 但是要全国

征收， 仍有很多基础工作要做， 包

括资产评估等。 未来的试点方案，

还应进一步总结重庆和上海在税率

的高低和覆盖面方面的问题， 计税

依据可能由原来的房产原值改为市

场评估价。

因此，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当务

之急是严格执行落实好现有的限购、

限贷、 限价等各项政策， 切实巩固房

地产市场调控成果， 更严厉的政策出

台可能性较小。

二手房市场回暖

深圳中介忙选址增店

随着深圳二手房市场迅速回暖， 深圳中介

地铺的生意再度火热起来。

中原地产华南 （大深圳区） 董事总经理李

耀智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7

月至

今， 中原地产在深圳新开店铺

5

家， 其中

3

家

新店在关内， 另外两家在关外。 “新开的店铺

数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计划不止新开

5

家店，

但适合开店的好地段太难找。” 李耀智说，

“如果二手房市场维持当前的活跃度， 下半年

中原计划在深圳地区新开

30

至

40

家店铺。”

今年

7

月， 深圳二手房成交量超过

7000

套， 创下今年以来的峰值。

8

月至今， 二手房

成交量已超过

5000

套， 在回暖行情的推动下，

中原、 美联物业、

21

世纪不动产等地产中介

公司均有增店计划。 李耀智表示，

7

月二手房

成交量出现大幅上涨后，

8

月份成交量增速预

计将有所下滑， 主要因为市场上优惠楼盘已经

消化完毕， 部分刚需进入观望期， 但央行有继

续降准、 降息的可能， 可以刺激更多刚需入

市，

9

月、

10

月份中原地产将继续根据市场具

体情况增开店铺。

尽管地产中介普遍看好后市， 但也有不少

公司采取谨慎的策略。 中联地产二手房研究院

总经理肖小平表示， 中联目前在深圳有近

200

家店铺， 暂没有新开店的计划。 “虽然我们对

后市的看法比较乐观， 但也认为未来二手房成

交量只是维持在

7

月份水平上下， 不可能恢复

到过去每月过万套的成交量， 所以我们仍比较

谨慎， 暂没有增店的计划。” 她说。 世联地产

华南区首席分析师曹取表示， 世联地产目前转

型主要为集团客户提供服务， 所以在二手房市

场这一领域， 暂没有新开店铺的计划。 （杨晨）

安徽证监局举办

董监事培训班

日前， 由安徽证监局主办、 安徽上市公司

协会协办的安徽辖区

2012

年度上市公司董、

监事培训班在合肥举办， 相关专家就上市公司

内部控制、 现金分红、 内幕交易防控等内容进

行了重点讲解。

安徽证监局副局长唐理斌在开班讲话中指

出， 今年以来安徽上市公司整体发展态势良

好： 一是上市公司数量快速增加， 总家数达到

81

家 （其中过会待发公司

3

家）， 位居全国第

10

位； 二是上市公司质量稳步提升，

2012

年

一季度上市公司总资产、 净资产增幅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三是上市公司筹资保持良好势头，

今年以来， 已有

7

家公司完成再融资、

1

家公

司完成首发融资， 合计募集资金

56.06

亿元。

唐理斌同时指出， 辖区上市公司在规范运

作上仍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并强调

董、 监事作为上市公司规范发展的守护人， 责

任重大， 应该从四个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一是

推动公司做科学治理的典范， 对于不合理、 不

合规的问题， 要及时指出、 及时改进； 二是推

动公司做诚实守信的典范， 强化自我诚信约束

要求， 推动上市公司切实做到诚信经营、 合规

经营； 三是推动公司做担当责任的典范， 推动

上市公司对股东负责、 对社会负责、 对公众负

责； 四是推动公司做加快发展的典范， 加强对

行业发展趋势的研判， 推动上市公司借力资本

市场， 实现跨越发展。 （齐真）

� � � �由于

CPI

里逾

30%

的权重都是食品

，

食品价格上

涨对

CPI

的影响非常大

。

7

月份

CPI

涨幅创

30

个月

新低的主要原因是翘尾因素和食品价格的回落

。

而在

近期食品价格的大力推升下

，

8

月份

CPI

反弹几成定

局

。

证券时报记者从调查中了解到

，

多家券商研究机

构对于

8

月份

CPI

的预测均在

2%

以上

。

新疆上市公司

累计融资

791

亿元

新疆证监局副局长马炜在昨日

召开的辖区上市公司监事会主席座

谈会上表示， 目前， 新疆上市公司

监事会职责发挥日趋加强， 机构设

置更加完善， 人员配备更加合理，

履职意识有所增强。

随着新疆麦趣尔和浩源天然气

的过会， 新疆上市公司数量将增加

到

40

家。 目前新疆上市公司

A

股

总股本近

266

亿股 ， 总市值约

2290

亿元。 截至

7

月底， 新疆上

市公司累计实现融资总额

791

亿

元， 近

3

年累计融资

473

亿元， 呈

现出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

马炜表示， 今后， 新疆上市

公司监事会要处理好与董事会、

经理层和有关职能部门的关系，

提高履职的主动性， 高度重视监

事人选的专业构成， 酌情设立监

事会办事机构， 要重点做好对内

幕交易的防控、 对关联交易及违

规资金占用的监控、 对同业竞争

的防范预警等。

（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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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