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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木求鱼】

在见李老先生之

前，小冯的忐忑，倒

很能证明其日常所

处的氛围和心理状

态颇有些亚健康。

【庙堂江湖】

M1才是真正能够影

响通货膨胀率的货

币数量， 我们应该

关心的是 M1 而不

是 M2。

“诸侯经济” 不宜矫枉过正

乔新生

前不久

，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

南海主持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工作座谈

会

。

此次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市

、

河北

省

、

山西省

、

黑龙江省

、

江苏省

、

浙江

省

、

广东省

、

四川省的负责人

。

这些省

份都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

然而

，

从第一季度经济指标来看

，

这些

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尽如人意

。

假

如这些省份经济增长乏力

，

那么

，

7.5%

的全国经济增长指标就难以完成

。

正

因为如此

，

国务院总理才把这些省份

的负责人集中在一起

，

召开座谈会商

量经济增长的对策

。

李克强总理认为

，

这些省份要在

深化改革优化发展环境上下功夫

，

把

各项改革落到实处

，

推向深入

。

笔者认

为

，

对于上述省份而言

，

国务院出台的

各项简政放权政策未必能收到理想的

效果

。

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省份已经

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

，

在经济增长

方面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

，

另一方面

则是全国经济结构不合理

，

单靠这些

省份的努力

，

很难解决经济增长的速

度问题

。

众所周知

，

中国的经济是典型的

诸侯经济

，

由于鼓励各个地方根据本

地的实际情况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模

式

，

中国经济出现了各地相互竞争的

局面

。

从建立统一的大市场角度来看

，

这种做法或许并不值得鼓励

。

但是

，

从

市场经济发育的角度来说

，

只有把每

个省份都看作是独立的市场主体

，

允

许它们相互竞争

，

中国的经济才能繁

荣

。

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

，

中央强化了宏观调控的

能力

，

反复强调全国一盘棋

，

通过分税

制改革

，

削弱了全国各地的经济自主

权

。

由于在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的过

程中

，

没有考虑到全国各地经济发展

的特殊性

，

结果导致中央出台的财税

政策和货币政策客观上抑制了发达地

区经济的增长

。

如果这种局面不尽快

加以改变

，

那么

，

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

速度还会进一步放慢

，

中国经济的整

体状况不容乐观

。

上个世纪

80

年代

，

由于实行财政

包干体制

，

允许各地根据本地的实际

情况出台政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

全

国经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

1994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分税制改革

，

为各地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埋下了伏

笔

。

东部沿海地区充分利用自己的财

政结余

，

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

但是

，

进入本世纪之后

，

由于中央政府反复

强调中央宏观调控的重要性

，

出台了

一系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

结果导

致东部发达地区动辄得咎

。

上海市为

了加快浦东的发展

，

充分利用自己的

政治资源

，

为自己争取到了政策的空

间

。

而广东

、

浙江

、

江苏等地由于缺乏

政治上的博弈能力

，

经济的发展一直

磕磕绊绊

。

更令人感到担忧的是

，

政府

频繁出台的货币政策

，

在客观上使得

地方政府无所适从

。

浙江中小企业纷

纷倒闭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

。

实

行稳定的货币政策

、

防范金融危机的

大方向是正确的

，

但是

，

由于融资成本

迅速增加

，

结果导致东部发达地区经

济的增长失去了强劲的动力

。

近些年

来

，

一些地方试图改变粗放式的经济

增长方式

，

但从结果来看

“

腾笼换鸟

”

的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

上海

、

天津同样经济增长乏力

。

中央政府应

当促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制定税收

基本法

，

取消分税制

，

在全国实行统一

的税制

，

并且建立单一的税收征管体

系

，

因为只有这样

，

才能减轻企业的税

收负担

，

降低税收征管的成本

。

国务院

应当以财税改革为契机

，

努力改变中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博弈的经济运

行体系

，

鼓励地方政府通过相互竞争

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

（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

中国货币真的超发了吗

沈凌

不知何故

，

近年来财经媒体一致

公认中国的货币超发了

。

百度一下

，

几

乎所有断定货币超发的文章

，

无一例

外地引用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M2

数

据

：

2013

年已经突破

100

万亿

。

这确

实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

超出了常人对

大数字的一般想象

，

所以很容易诱使

普通读者不加思考地接受

“

货币已经

超发

”

这一结论

。

但是

，

在笔者看来

，

这

个结论值得商榷

。

货币是不是

“

超发

”，

需要有四重

考虑

：

首先

，

应该和

GDP

相比较

，

因为

货币的最重要作用是作为交易的媒

介

，

如果交易的对象增加了

，

我们自然

需要更加多的交易媒介

。

所以

，

如果我

们单单比较

M2

在

2000

年和

2012

年

的数据

，

我们会发现

12

年间这个数字

增加了

7

倍多

！

但是如果我们把

M2

除以当年的

GDP

，

计算出每一年的

M2

相对于

GDP

的比值

，

再看看这个

比值在过去的

12

年间增加了多少

，

我

们就会发现

：

原来

12

年间仅仅增加了

38%

，

每年增加了

3%

都不到

。

这是不

是仍然让你觉得是一个相当不得了的

增加幅度呢

？

其次

，

需要问一下

，

为啥我们的媒

体仅仅聚焦一个

M2

，

而不看一看

M1

呢

？

实际上

，

M1

才是真正能够影响我

们经济的通货膨胀率的货币数量

，

我

们应该关心的是

M1

而不是

M2

。

如

果我们同样去计算一下我们的

M1

除

以

GDP

的比值

，

再比较过去

12

年间

这个比值的变化情况

，

我们会吃惊地

发现

，

原来这个

M1

并没有变化多少

，

基本上就在

GDP

的一半左右徘徊

。

所以

，

如果你认为中国的货币超发了

，

那么

12

年前就超发了

。

这个新闻已经

发生了

12

年

，

应该不是新闻而是旧闻

了吧

？

难道现在的财经新闻记者如此好

做

，

以至于只需要写写

“

今天太阳从东

边升起来了

”

这样的天天发生的旧闻

？

再其次

，

一国的基础货币发行量

是掌握在中央银行手里面的

，

也就是

说我们俗称的

“

印钞机

”

只有国家才能

用

。

钱一旦投入到一国的经济运行中

之后

，

我们可以把它拿来换东西

，

这个

交易中的货币和放在口袋

（

或者银行

）

里随时等待交易的货币

，

加一起才是

决定了我们的物价水平的关键货币

量

：

M1

。

而

M2

其实并不是完全由中

央银行的印钞机决定的数量

，

因为它

包含了很多我们不用的躺在银行定期

存款账户上的钱

。

一旦我拿着一万元

钱存了一个定期

，

很有可能银行会贷

款其中

8000

元给了别人

，

那个别人又

会存个

6000

元到定期账户

，

以此周而

复始

，

很有可能我们最后加总全部的

银行定期存款时

，

会发现超过了最早

的一万元

。

这超出的部分有多少

，

既随

着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变化

，

也随着我

们的经济结构和金融市场在变化

，

是

一个很捉摸不透的变量

。

所以

，

哪怕我

们真的觉得

M2

的数字太大太可怕

，

这也不是要求中央银行不开或者少开

“

印钞机

”

的理由

。

最后

，

我们是不是应该放眼全球

，

看看别人家的货币发行量在一个什么

水平上

，

再回过头来想一想

，

我们的货

币是不是超发了呢

？

其实你到经济学

教科书里面一翻

，

就会吃惊地发现

，

这

个

M1

相对于

GDP

的比重

，

在世界各

大发达经济体内有完全不同的水平

，

比如美国就只有

15%

，

与此相比

，

我们

的

50%-60%

就太高了

；

但是如果看看

日本

，

它也有差不多

50%

，

那么我们的

数字是不是还是那么地不可接受呢

？

这就好比我算不算一个矮子要看和谁

比

，

比姚明那一定是矮子

，

和幼儿园小

朋友呢

？

那么我们的货币量究竟应该

和谁比呢

？

我也不知道

，

有知道的

，

说

一声

！

这里先谢谢了

。

（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

【言为心声】

应以财税改革为契

机， 鼓励地方政府

通过相互竞争实现

资源的合理配置。

李嘉诚的感染力

木木

冯仑被李嘉诚接见后很激动

。

为

此

，

他专门撰文予以纪念

。

让冯仑感慨良多的原因

，

是李嘉

诚先生的谦逊

、

低调和周到

、

细致

。

一

位

70

多岁的世界顶级成功人士

，

不但

亲自等在电梯门口迎接这群晚学后

辈

，

而且还要谦逊地与每个人握手并

一一递上自己的名片

；

吃饭的时候

，

更

是从始至终把每一桌

、

每个人都精心

照顾到

。

能得到李嘉诚如此地对待

，

估

计任谁都要激动一番

，

因此

，

冯仑被深

深折服并心悦诚服地把此事广而告

之

，

也就很可以理解

。

不过

，

万事都怕细琢磨

。

被冯仑夸

奖的李嘉诚待客之道也不例外

。

客人来访

，

主人接待

；

做客有做客

之道

，

待客亦有待客之道

。

这原本是生

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

一群

“

青年

”

翘楚

，

不远千里地跑来看你

，

但凡有些

教养的

，

都会自然而然地按照应有的

礼数接待

；

李嘉诚不过做了自己应该

做的事情

，

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呢

？

但这原本没有什么

“

新闻点

”

的行

为举止

，

还是把冯仑惊到了

，

这倒马上

就产生了一些别样的新闻价值

。

被誉为中国地产商中的理论家

、

哲学家

、

思想家的冯仑先生

，

在中国的

地产界

、

舆论场

，

也是大名鼎鼎的风云

人物

，

能把他惊到

，

虽不至于是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

，

但应该也不是件特别容

易的事情

。

笔者有幸多次亲耳聆听过

冯先生高谈阔论

，

嬉笑怒骂间

，

很能让

人享受到畅快淋漓的感觉

。

但饶是如

此了得的

“

小冯

”，

举手投足间

，

就被李

老先生轻易地

“

撂倒

”

了

，

难道不是一

件很大的新闻吗

？

“

小冯

”

先生

，

估计已经很久没有

得到人与人之间正常礼仪的熏陶了

。

正如他所言

，

在见李老先生之前

，

想象

中的场景就是早已习惯的被轻慢的场

景

。

像冯仑这样的成功人士

，

居然也有

被轻慢

、

受委屈的时候吗

？

大约会有

的

，

否则

，

冯仑也不会

“

苦大仇深

”

地在

“

大人物

”

面前抬不起头来了

。

不过

，

轻

慢与被轻慢

、

授委屈与受委屈本就是

一根儿绳上的蚂蚱

，

觉得在别人那里

受到了轻慢

，

就难免不回去轻慢一下

其他人

；

反过来也同样说得通

———

从

来不轻慢任何人的人

，

估计也绝难陷

于被轻慢的困扰

。

在见李老先生之前

，“

小冯

”

的忐

忑

，

倒很能证明其日常所处的氛围和

心理状态颇有些亚健康

。

不过

，

这也可

以理解

，

现在的社会

，“

亚健康

”

状态似

乎已成常态

，

早已见怪不怪

，

即使如冯

先生这样的著名成功人士

，

被芸芸众

生包围

、

浸染得紧了

，

也难于幸免

；

在

忙忙碌碌的日子里

，

冯总见的人

，

大约

不是有求于己的

，

就是己有所求的

，

古

人云

“

无欲则刚

”，

有欲

，

腰又怎么能直

得起来呢

？

即使偶尔闲暇之时与老任

、

小潘们见面

、

品茶

、

聊天

，

大约也很难

畅谈风花雪月

、

人生理想

，

总要提防着

小潘抢了自己的地

、

老任夺了自己的

标

，

那股累劲儿

，

小人物们估计很难体

会得到

。

因此

，“

小冯

”

一见到李老

，

就如

深海作业后的潜水员一头钻进减压

舱

，

通体舒泰

，

也就不难理解了

。

其

实

，

这种通泰的感觉也并非如长生不

老药般难得

，

只要做回本我

、

只要按

照正常的人情世故行事即可

———

希

望别人怎样对待你

，

你就一定要怎样

对待别人

；

自己心里敞亮了

，

即使别

人偶尔怠慢一下

，

也不会耿耿地难以

释怀了

。

都这样了

，

大家就都轻松

。

要

让大家轻松

、

自己轻松

，

就必须人前

人后一个样

；

人前人后不一样

，

或

A

前一个样

、

B

前一个样

，

一个人扮演俩

角色

，

一天两天没问题

，

时间长了

，

大

约就免不了精神分裂

。

在镜头前

，

小潘永远是一副笑容

可掬

、

和蔼可亲的样子

；

但没有镜头

了

，

挤对起深航客服的小姑娘来

，

就是

另一个样子

。

为什么会这样

？

无他

，

小

潘没把自己当普通人是也

。

不过

，

人生

总是很残酷

，

即使不是普通人吧

，

许多

事情还是免不了必须亲力亲为

，

比如

安检

。

李嘉诚是看透了其中的奥秘的

，

其老到即在于此

。

孔子讲

，

七十而从心

所欲

、

不逾矩

，

描述的大概就是这种境

界

。

不过

，

应该不是什么人一过七十岁

都能豁然开朗的吧

，

有些人估计到了

八九十都看不透其中的奥秘

。

不过也

没关系

，

没有一部分人的衬托

，

也显不

出另一部分人来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你好！ 碳金融

徐潇

环保是个热门话题

，

特别是刚刚

过去的

“

节能周

”

这段极具号召力的日

子里

。

从北京到深圳

，

低碳节能的论坛

一个个开得热火朝天

，“

碳金融

”、“

碳

交易

”

这些尚未被民众熟知的名词已

然成为了被探讨的热点话题

。

何谓碳金融

？

这一概念主要指的

是由

《

京都议定书

》

而兴起的低碳经济

投融资活动

，

即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

排放等技术和项目的直接投融资

、

碳

权交易和银行贷款等金融活动

。“

2013

年是中国碳交易元年

”

这句话对于相

关业内人士早已耳熟能详

。

近期公布

的

《

中国低碳金融发展

2014

年度报

告

》

对我国碳排放趋势预测

，

称

2020

年中国碳排放总量将达到世界的三分

之一

，

碳排放压力的巨大也预示着中

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的潜力

。

不难看出

，

国内以碳交易为主要

内容的碳金融的发展前景正在人们的

眼中折射出绚烂的光芒

。

大家都在热

情友好地对这个被寓于美好未来的名

词打声招呼

：

你好

，

碳金融

！

是的

，

碳金融

，

你好

！

目前我们对

你还也只停留在初识的程度

，

即使你

被各大媒体视为未来的

“

高富帅

”，

但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

你在国内仍处于

被研究的初级发展阶段

。

纵观全球

，

有

“

欧盟模式

”、“

澳洲

模式

”、“

日本模式

”

等不少例子可以借

鉴

，

可你想要走出有自身特色的

“

中国

模式

”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

简而言

之

，

前途是光明的

，

道路却是曲折的

。

目前

，

国内碳交易试点早已启动

，

运作也算顺利

，

可如何从试点走向全

国性市场

，

这其中涉及的定价等问题

让专家一谈起就叹气

。

作为碳金融发

展基础的市场化机制

，

碳市场既有市

场化的商业共性

，

又逐渐凸显碳交易

自身的特性

，

例如碳市场是一个人为

的市场

，

同时由于碳是按量来交易

，

这

又是一个规模化的市场

。

与此同时

，

大家都在期待一个最

适合中国碳市场发展情况的模式与明

确发展方向的出现

，

但在碳交易尚不

活跃

，

相关交易价格一年来都变化不

大的当下

，

研究的路途漫漫

，

与其大谈

未来不如解决眼下最重要的问题

，

千

里之行毕竟始于足下

。

你好

，

碳金融

！

请给我们时间来彼

此熟知

。

在我看来

，

要解决你目前涉及

的问题

，

推动作为新兴产业的你发展

前进

，

需从两个方面着力

：

一是营造良

好的外部环境

；

二是推进自身的创新

。

外部环境的营造需靠国家法律的

不断完善与政府的运作

，

由于法律的

制定具有滞后性

，

政府的政策主要起

引导作用

，

推动碳金融真正的发展动

力是创新

。

目前国内金融创新的步伐

正在悄然迈进

，

今年

5

月

，

有公司推出

“

碳债券

”，

而在一些低碳的论坛上碳

期货的概念也被一提再提

。

在创新中

，

碳金融不断把碳排放

与金融进行磨合

，

这一过程也对相关

的企业提出了要求

：

一

、

能力的要求

，

不是所有金融人

士都懂碳知识

，

也不是所有的碳专家

都摸得清金融的规律

，

如何打破行业

壁垒值得深思

，

而大家目前都只是

“

摸

着石头过河

”。

二

、

战略的眼光

，

有专家在谈及碳

金融时认为

，

碳交易的发展离不开更

多的信息披露

，

而目前作为社会责任

的碳披露并未被一些大型企业所接

受

。

如何将经济效益的实现与社会责任

结合起来

，

企业需要长远的战略布局

。

三

、

与时代技术发展相结合

，

碳金

融会让人联想起另一个很火的概念

“

互联网金融

”。

都是和金融相结合

，

碳

金融与互联网金融有许多不同之处

，

但是

，

碳交易与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之

间并不是毫无关系

。

滴滴打车等软件

正在为节能减排作贡献

，

碳披露逐步

也将涉水大数据

，

碳金融在未来也很

有可能与互联网结合

，

成为全新的产

业

，

这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

请允许我向你问好

，

碳金融

！

巴克

莱资本环境市场部总监曾预言

，

不久

的将来碳交易将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

大的商品交易市场

，

而这样国际性的

大市场怎么能少得了中国

？

祝你在中

国发展顺利

，

碳金融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潇潇夜雨】

碳金融的发展前景

正在人们的眼中折

射出绚烂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