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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说钱】

中国目前房子仍然

供不应求的城市，可

能只剩下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这四

个“一线城市” 了。

【念念有余】

只要掌握了稀缺资

源，不管是高管还是

普通员工，不管是民

企、 国企还是政府，

都可以将稀缺资源

变现。

读书人还是要有一点儿风骨

木木

哈尔滨依兰县高级中学高二年

级十七班班主任冯群超的愤怒

，

大约

是很有些道理的

。

过教师节

，

其他班

的班主任都收到了学生的礼物

，

甚至

连没上班的任课老师也都收到了大

小不等的礼物

，

唯独她没有

，

难免就

急火攻心或者被其他老师

“

炫耀

”

的

眼神

、

动作

、

言语刺激着了

，

于是就跑

到班里

，

把全班

“

不明白事儿

”

的学生

骂了个狗血淋头

。

好在学生们的潜质都还不错

，

被

痛骂一通后

，

仿佛立即醍醐灌了顶

，

很

“

自觉

”、

很

“

明事理

”

地各自把口袋翻

个底儿朝天

，

凑出几百块钱给老师奉

上了一份迟到的教师节礼物

。

从挂在网上的实况录音揣度

，

这

位女先生实在是过于

“

刚烈

”

了

。

不过

，

也无需过于伤感

。

要维持三昧真火煅

烧般的刚度

，

也是大有条件的

，

即不能

见光

，

一见光

，

任谁就再也硬不起来

。

这位名叫冯群超的女先生

，

当天曾经

痛骂学生

“

那么不要脸呢

”，

录音一旦

挂到网上

，

名扬天下之后

，

她大约马上

觉得自己的脸也很需要好好遮藏一下

了

，

人就如大风横扫后的雾霾

，

不知躲

到哪里去了

。

这大约就要拜世道人心

的威力

！

历经千百年的风吹雨打

，

世道

人心其实早就固化在那个特定的位

置

，

有些人

———

比如读书人

，

没有太过

势利

、

恣睢的权利

。

非要犯忌不可

，

必

会遭到口诛笔伐

。

读书人还是很需要有一点儿风骨

的

。

从历史上看

，

中国从来不乏风骨之

士

；

就现实而言

，“

风骨

”

仍存有值得抱

持不失的时代价值

，

小而言之

，

可以无

愧于父祖子孙

，

也无愧于自己读书

、

为

人一场

；

大而言之

，

可以有足够的精神

力量肩负起延续文化传承的历史担

当

。

中国人以及伴生其间的文化

，

之所

以能数千年绵延不绝并能老树新芽

、

历久弥新

，

不能不说

“

风骨

”

在其间发

挥了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

。

不过

，

当今之世

，

外物的诱惑实在

过多

、

过强

，

抱持风骨

，

就着实不易

。

古

人云

：

无欲则刚

。

名利之欲过于强烈

，

什么都惦记着

，

什么都想把到自己怀

里来

，

钱不厌多

、

利不厌大

、

名不厌显

、

位不厌高

，

显然就很难

“

刚

”

得起来

，

腰

板儿不硬

，

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什么风

骨不风骨

。

那位很读过一些书的冯群

超老师如此

，

比她读过更多书的其他

什么人大概也不会超脱到哪里去

。

比如那位拿了高通的高额咨询

费

，

就马上出了几百页报告为高通的

垄断行为辩解的张昕竹先生

，

其位置

不可谓不关键

，

其名望不可谓不尊隆

，

其学识不可谓不高深

，

但在一堆

“

美刀

儿

”

面前

，

马上就如被抽了筋

，

膝盖一

下子就软了下去

。

这么多年的书显然

是白读了

，

这么多年的学问显然也是

白做了

。

将来儿孙问起

，

他又将如何作

答呢

？

替他想想都不免为之汗背

。

老师如此

，

国务院的高级专家如

此

，

一些院士也好不到哪去

。

那些挪

用

、

贪污国家转基因研究经费的院士

们

，

虽然地位显赫

、

声望威严

、

学富五

车

，

但比那些利用手中纸笔敲诈企业

、

勒索钱财的无良记者也好不了多少

。

东窗事发之前

，

个个都是慷慨人前

、

指

点江山

，

一旦事败

，

马上就萎顿下去

，

与被逮住的小蟊贼似乎也无甚区别

。

人的精力十分有限

，

在物质方面

过于钻营了

，

精神上的求索就必然缺

乏

。

而少了精神层面的追求

，

人活于世

大约就与禽兽差别不大

。

读书人过于

势利了

，

不但有伤风雅

，

更为整个社会

树立了特别不好的风向标

。

在这种风

向标的指引下

，

社会的发展

、

文化的传

承就一定没有光明的前途

。

因此

，

为良

心计

、

为儿孙计

、

为世道人心计

、

为文

化传承的历史担当计

，

读书人还是很

需要有一点儿风骨的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反腐败不分国企民企

余胜良

华为从内部掀起的反腐活动

，

揪

出

100

多名员工涉嫌腐败

，

其中

4

名

已被移交司法处理

。

很遗憾

，

华为内部反腐却被一些

人当做民企不好的理由

。

其实

，

稍微

扩大一下案例范围就会发现

，

腐败和

股东是谁无关

，

而和所处的环境关系

密切

。

只不过

，

民众熟悉的腐败大多

和党政官员

、

国企或事业单位高管有

关

，

所以觉得民企腐败还是比较新奇

的事情

。

主流经济学家认为

，

国企腐败和

效率低下的症结在于出资人虚位

，

即

国企由于是全民所有

，

管理者和所有

者脱节

，

因此管理者倾向于不作为

。

另

外

，

由于是全民所有

，

管理者在资源分

配时可以多为自己分一些

，

有些难以

分到的

，

则想办法通过为他人寻租的

方式多捞些好处

，

这就造成腐败

。

基于此

，

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

，

国

企私有化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

比如撒

切尔夫人对国企痛下杀手

，

英国经济

恢复活力

。

但是国企私有化并不能根治所有

问题

，

因为有些问题跟股东是谁根本

没有关系

，

而跟手中权力是否可以变

现以及变现成本有关

。

所以

，

即使在民营企业中

，

腐败现

象也层出不穷

，

除了华为

，

马云

2012

年掀起淘宝反腐

，

聚划算高管阎利珉

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

被判处有

期徒刑

7

年

。

联想在创立之初也曾内

部肃清贪腐

，

将一些员工送进监狱

。

美

邦服饰副总经理李金代

2009

年在店

铺拓展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

赂

，

被检察院批捕

。

而外资企业在中国也不能免俗

，

比如富士康

。

深圳不少外贸企业靠富

士康生存

，

交货期是重要的竞争手段

，

为了让订单优先交货

，

富士康基层管

理人员也成为贿赂对象

。

媒体也曾曝

光富士康管理者受贿的案例

。

现代企业需要很多人管理

，

即使

是民企

，

也要雇职业经理人打理

，

这都

会存在管理者和所有者脱节的情况

，

一旦管理者的权柄足够大

，

而股东又

很分散时

，

甚至会像没有股东一样形

成内部人控制

。

即使同为公司股东

，

因

管理不同业务

，

也有可以寻租的空间

，

甚至不必是管理者

，

比如负责采购者

，

也会成为贿赂对象

。

也就是说

，

只要掌握了稀缺资源

，

不管是高管还是普通员工

，

不管是民

企

、

国企还是政府

，

都可以将稀缺资源

变现

。

当然在有些国家

，

这种变现成本

太高

，

无人铤而走险

，

但是在中国

，

这

是私下里鼓励的一种行为方式

。

但值得注意的是国企和民企对腐

败的处理方式

。

国企腐败一般是被动

查处

，

而民企腐败则多是内部清查

。

也

就是说

，

民企有更强的反腐意愿

。

这主要是因为

，

民企肃清内部贪

腐的受益人更为明确

。

华为总裁任正非曾强调

，

没有什

么可以阻挡华为公司前进

，

唯一能阻

挡的

，

就是内部腐败

。

这是一笔清楚账

：

在华为

，

所有寻

租最后都会转嫁到华为头上

，

而华为

由

6

万多名股东所有

，

这些股东同时

也是公司员工

，

员工的收益和年终分

红密切相关

，

也就是说

，

腐败损害的利

益人非常明确

。

这也就是任正非所强调的

：

力出

九孔

，

利出一孔

。

任正非希望员工的受

益主要来自于年底奖金和年终分红

。

华为高管年收入上千万不在少数

，

其

寻租成本也就相对比较高

。

任正非很容易用

“

力出九孔

，

利出

一孔

”

说服他的员工

，

因为华为是一个

利益共同体的说法

，

很容易通过股权

结构体现出来

，

但大多数企业则没有

这么幸运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缘木求鱼】

人的精力十分有限，

在物质方面过于钻

营了，精神上的求索

就必然缺乏。

征集意见遇冷根在民众权利虚置

今纶

上月

6

日

，

广州市发改委在市政

府网站向公众征集明年的民生实事

，

征集时间

20

天

，

20

天仅征集到

15

条

意见

。

但媒体在知名网站发起的问卷

调查却显示

，

逾九成五的网友不知道

民生实事是什么

。

按常理而言

，

民生实事与市民密

切相关

，

市民应该对此高度重视

，

积极

参与才是

。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

市民既

不关心

（

表现在参与感不强

），

也不知

道

。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

回溯历史

，

从

2010

年开始

，

广州

市政府每年都列出

“

十件民生实事

”。

不过

，

遗憾的是

，

连续几年都是政府部

门自说自话

，

自己定目标

，

自己去达

标

：

既是裁判员

，

又是运动员

，

连观众

都不需要

。

所以

，

市民对

“

十件民生实

事

”

没兴趣是必然的

。

更重要的是

，

即使某些民生实事

没有落实到位

，

也未见人对此负责

。

比

如

，

2013

年的

“

推进垃圾分类处理

”

的

民生实事未能如期兑现

，

在行政体系

内

，

没有任何人为此而被责罚

。

既然如

此

，

继续自娱自乐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

现在

，

广州市发改委在市政府网

站向公众征集明年的民生实事

，

这其

实是一个积极的转变

，

但仍然被市民

冷落

，

主要原因有两个

：

其一

，

市民真

的不知道这次征集活动

，

这既是此前

几年自娱自乐造成的恶果

，

也凸显政

府部门的传播手段有问题

。

在一个人

人都在手机上汲取资讯的年代

，

相关

部门还在走传统的传播路径

，

没有微

博

，

没有微信

，

没有互动

，

没有争论

，

让

市民登录网站发表意见

，

这也太

out

了吧

。

其二

，

市民对这种征集意见的方

法有疑虑

，

担心被操纵

，

普遍的心态

是

：

既然如此

，

还不如不参与

。

这样的

例子比比皆是

，

比如广州市公积金中

心此前就曾推出公积金新政征求意见

稿

，

也公开征求市民意见

，

程序确实都

走完了

，

但是程序不透明

，

二稿的某些

条款甚至比一稿更加严苛

。

媒体呼吁

公开市民意见

，

也未得到回应

。

毫不夸

张地说

，

某些部门已经严重透支了自

己的公信力

，

所以

，

市民参与积极性下

降也是情有可原的

。

务实的广州人分

秒必争

，

而配合有关部门

“

表演

”，

既无

实际收益

，

又和自身利益没什么关系

，

广州人不想和你玩

！

解决问题的途径早就有了

，

只是

有关部门出于种种原因不想去执行而

已

。

除了在公开征集的途径上要做改

变之外

，

比如增设微博

、

微信

，

还需要

有专人维护

，

实时互动

。

最重要的是

，

要改变做决定的最终力量

。

彪悍的广

州市政协委员们早就建议

：

新一轮的

民生实事应不预设候选项目

，

广泛征

集

，

再通过公众投票遴选出呼声较高

的项目

。

然后把各方收集到的民意及

政府部门意见

，

综合形成民生实事候

选项目提交市人大

；

若人大代表认为

还有更好的项目

，

代表

10

人以上联名

可提出新增候选项目

。

最后决策由人

大代表投票定夺

。

但是有关部门只公开征集意见

，

却牢牢攥住最终的决定权不放手

，

这

里面到底有什么乾坤

？“

民生实事候选

项目提交市人大

”

在程序上没有任何

问题

，

反而是尊重人大

、

加强人大的具

体措施

，

广州市的有关部门有什么理

由拒绝这样的建议呢

？

本月初

，

习近平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

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

防止人

民形式上有权

，

实际无权

。

民生实事既

不敏感

，

又没有什么特殊性

，

正是加强

人大实权的绝佳管道

，

有关部门不推

进的理由是什么

？

广州这些年出了不少引发争议的

项目

，

比如

“

治水

”，

比如建

BRT

，

相关

部门都是一意孤行

，

听不进任何意见

，

后遗症也接踵而来

，“

发改委向公众征

集民生实事

”

又是一例

。

制度不改进

，

征集民生实事只是徒增行政成本

，

毫

无意义

。

相关部门面对网站上略显冷

清的

15

条意见

，

是不是该反思了

？

（作者系广州政经评论人士）

【广深今谈】

有关部门只公开征

集意见，却牢牢攥住

最终的决定权不放

手，这里面到底有什

么乾坤？

房地产会是“日不落” 行业吗

刘晓博

曾预言北京房价将涨到每平方米

80

万元的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

中心主任董藩

，

上周在天津举行的达

沃斯论坛上表示

：

未来经济结构调整

之后房地产将不但是支柱产业

，

同时

还是主导产业和先导产业

，

这是整个

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客观的现

象

。

还有很多原因

，

决定了房地产是一

个

“

日不落行业

”。

至于房地产为什么是

“

日不落产

业

”，

董藩进一步解释说

，

因为我们到

今天为止找不到它的替代品在哪里

，

这个行业你想让它衰退

，

到现在为止

找不出理由来

。

近年来

，

经济学界出现了一种

“

娱

乐界化

”

倾向

，

很多学者为了吸引眼

球

，

往往语出惊人

。

他们不怕说错

，

就

怕说话没人听

。

恕我直言

，

董教授就是

这样的人物

。

此次他的发言

，

同样没有

多少学术价值

。

近年来

，

关于住房供应量有没有

饱和

，

房地产还有多大发展空间

，

学

界争论非常大

。

在我看来

，

一个重要

的原因就是因为缺少核心数字

。

中国

房屋供应情况非常复杂

，

官方的统计

部门历来只公布

“

房地产开发

”

和

“

政

策性住房

”

两项数字

。

也就是说

，

大家

讨论的基础只有商品房和保障房的

供应量

。

其实

，

在市场中存在大量小产权

房

（

违法建筑

）、

单位集资房

、

乡镇自用

房

、

军产房等五花八门的房子

。

以深圳

为例

，

官方曾经公布过到

2011

年年底

违法建筑总量

：

37.94

万栋

，

建筑面积

高达

4.05

亿平方米

，

占全市总建筑面

积的

49.27%

。

深圳不是一个孤例

，

事

实上在珠三角

、

长三角很多城市

，

甚至

在北京

，

都存在大量的小产权房或违

法建筑

。

在众多的地级市

、

县城

，

各种

非商品房的存量远远大于商品房

。

但

这些事实

，

被地方政府和学界有意无

意遮蔽了

。

最近半个多月

，

我研究了中国经

济总量最大的

18

个省市自治区

200

多个地级以上城市最近

5

年的统计公

报

，

数据非常令人震惊

。

我可以将它概

括为两大现象

：

第一

，

几乎所有省份的人均住房

面积都已经够用了

。

比如在江西

，

全

省城镇人口人均住房面积达 到 了

40.1

平方米

，

农村为

48.5

平方米

；

在

广东

，

全省城镇人口人均住房面积为

35

平方米

，

农村为

33

平方米

；

在江

苏

，

全省城镇人口人均住房面积为

36.8

平方米

，

农村为

43.6

平方米

。

但

在很多城市

，

房地产开发仍然如火如

荼进行中

，

比如在厦门

、

杭州

、

常州

、

惠州

、

珠海

、

威海

、

成都

、

铜陵

，

人均商

品房施工面积都超过了

10

平方米

。

这还没有包括非商品房

，

事实上在很

多地方非商品住宅开发面积远远超

过商品住宅

。

第二

，

中国的城镇化正出现全面

失衡现象

。

多数地级市

，

比如河南超过

半数地级市

，

过去

3

年小学生减少人

数都超过了

15%

（

全国因计划生育影

响

，

平均减少

5.8%

），

呈现出严重的人

口流失

。

有人口持续流入的省会城市

，

其房地产开发量也超过了实际需求

，

比如在西安

、

武汉

、

成都

、

昆明

、

长沙

，

房地产开发面积占全省比重都超过

30%

，

甚至达到

60%

，

是省会城市人口

占全省比例的两到三倍

。

也就是说

，

那

些人口流失的中小城市

，

原来房子就

够用

，

但仍然不断有不小的增量

；

在人

口持续流入的大城市

，

供应量两到三

倍于实际需求

。

而我说的数字

，

没有包

括非商品房

。

国家发改委

“

城市和小城镇改革

发展中心

”

2013

年调查

12

个省

、

区的

156

个地级市和

161

个县级市

。

结果

发现

，

全国正在规划建设的新城

、

新

区

，

可以容纳

34

亿城镇人口

，

如果加

上存量

，

中国的城镇化足以将全世界

城市人口装进来

！

在这种情况下

，

闭着眼睛说房地

产行业是

“

日不落行业

”，

是草率和荒

谬的

。

而董藩说的

，

因为没有什么行业

可以替代房地产

，

所以房地产就要

“

日

不落

”，

就更为可笑

。

找不到新的龙头

行业

，

就只能接受经济危机

。

靠货币宽

松来哄抬房价

，

让房地产行业虚假繁

荣

，

这种空间已经基本没有了

，

因为那

样会让经济危机来得更猛烈

！

事实上

，

中国目前房子仍然供不

应求的城市

，

可能只剩下北京

、

上海

、

广州

、

深圳这四个

“

一线城市

”

了

。

而所

谓的供不应求

，

也主要是投资需求造

成的

。

以前的投资需求被上千个大中

小城市分流

，

现在大家看明白了

，

中小

城市楼市风险太大

，

所以热钱都在向

一线城市集中

。

仅此而已

。

（作者为深圳商报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