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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经济】

读 《儒林外史》，你

会发现明清时代的

人们太容易借钱给

人了

【庙堂江湖】

在经济增长的比武

台上，一个 13 亿人的

经济体能够得到和

数百万人的经济体

一样的增长率，前者

更值得赞许

网民建议写进政府报告应成为新常态

刘武俊

46

条网民建议写进政府报告

，

7

位网民进中南海领奖

。

今年

1

月

22

日

，

中国政府网牵头

，

会同人民网

、

新

华网

、

央视网

、

中国网

、

新浪网

、

腾讯网

等

6

家网站联合开展了

“

2015

政府工

作报告我来写

”

活动

,

截至

3

月

15

日

,

这次活动共收到网民建言

7.9

万条

,

摘

选送到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的有代表

性的意见是

1426

条

。

近日

,

在

“

原汁原

味儿

”

吸纳的

46

条意见中

，

7

家网站

推荐了

7

位网友

，

走进中南海领取

“

2015

政府工作报告我来写

”

活动的

纪念奖杯

。

走进中南海的

7

位网民

，

分

别来自江苏

、

陕西

、

山东

、

北京

、

河南

、

河北等

6

个省市

,

他们的身份有网站

编辑

、

技术工人

、

科研人员

,

也有基层

公务员

、

基层干部

。 （《

北京青年报

》

3

月

30

日

）

网友直接给政府工作报告提建

议并受报告起草组采纳

,

今年是第一

次

。

这些年

，

网民建言献策的积极性

越来越高

,

政府对网民意见的关注程

度

、

采纳程度也越来越高

。

据媒体公

开报道

,

有

46

条建言被

“

直接

”

吸收

。

网民说得非常生动

,

将网民的话稍作

修改后收入报告

,

使报告更鲜活

,

更能

体现群众的语言

,

老百姓的语言

。

例

如

,

“

有权不可任性

”

这句最火的话

,

就

是出自网友

。

毋庸置疑

，

网络问政已成为我国

各级政府听民声

、

纳民意

、

聚民智的重

要平台

。

网络问政的实质

，

是公民通过

互联网行使对政府政务的知情权

、

参

与权

、

表达权和监督权

。

从一定意义上

讲

，

网络问政对于各级政府是义务

，

对

于广大网民则是权利

。

对于不少党政

机关而言

，

下基层调查研究

，

了解实际

情况

，

有利于制定好政策

，

而多年来的

实践证明

，

到网络上

“

调研

”

听取广大

网民的呼声也很有必要

，

也是成本低

、

能听到真实声音的

“

调研

”，

何乐而不

为呢

。

近年来

，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与

执政理念的进步

，

各地网络问政可谓

风生水起

，

从实践上看

，

网络问政也要

避免沦为作秀之举

，

网络问政要真问

，

问出真实的民声

、

吸纳真正的民智

；

网

络问政要避免选择性问政

，

选择一些

无足轻重的事项上网问政

，

而一些真

正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却避而不

问

，

搞暗箱操作或者领导拍脑袋决策

；

避免出现对网上群众的强烈呼声装聋

作哑

、

避重就轻的选择性问政

。

网络问

政不能说了白说

，

要建立和畅通网络

舆情报告机制

。

作为多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起草组成员

,

国务院研究室信息

司司长刘应杰还主动回应网民质疑

，

“

网友一直疑惑提意见是不是有用

，

上

面能不能听到

，

实际是有用的

。

网络舆

情会定期收集

,

每周给领导送

。

网民很

重要的反映

,

都会送给领导

,

渠道是畅

通的

。 ”

网络问政要更加注重实效

，

既

要网络问政

，

更要网络施政

，

要将网民

的民意和智慧及时有效地转化为施政

的源泉

，

将网民的意见和建议真正落

到实处

。

值得注意的是

，

各级政府网站本

是网民了解政务

、

网络问政的重要渠

道

，

遗憾的是

，

不少政府网站存在长期

不更新

、

无法访问

、

互动不及时等问题

……

难怪有网民感叹

：

想网络问政

，

无

奈政府官网一直在沉睡

。

政府网站不

能再任性地

“

沉睡

”

下去了

。

近日

，

国务

院办公厅公布

《

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

政府网站普查的通知

》，

部署从

2015

年

3

月至

12

月

，

对全国政府网站开展

首次普查

。

惟有真正激醒激活政府网

站

，

才能为网络问政营造良好的氛围

和环境

。

新形势下

，

网络问政亟待成为各

级政府问政于民的新常态

。

上至国务

院及中央各部委

，

下至省市县地方政

府

，

都应建立常态化的网络问政制度

，

并且将网络问政的成效纳入各级政府

的年度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

与此同时

，

网络问政要进一步规范化

，

制定相关

制度和标准

,

让网络问政有规范可循

，

有制度可依

。

有网络的地方就有群众

，

有网络

的地方就有民意

，

有网络的地方就有

参政议政的平台

。

网络问政就是在政

府和网民之间搭起的

“

连心桥

”、

开通

的

“

直通车

”。

期待网民建议写进各级

政府的工作报告成为新常态

，

网络问

政成为上至中南海下至省市县的新

常态

。

（

作者系司法部《中国司法》杂

志总编

）

《儒林外史》中的“挥金如土”

王国华

今人喜谈这样一个问题

：

当你遭

遇困境时

，

谁肯借钱给你

？

结论常常

是

，

没几个人会借钱给你

，

除了你的至

亲以及跟你有利益关系的人

（

比如你

有权有势

，

他有求于你

）。

是否愿意借

钱给你

，

成了衡量人与人关系亲疏的

一块试金石

。

为此有人还特意做变态

的试验

，

故意打电话给朋友说自己怎

样怎样了

，

请求支援

，

结果是失望而

归

。

这固然可悲

，

但也说明不轻易借钱

已与

“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

一样

，

是当

今的集体无意识

。

违背了这条规则

，

无

论借钱者和被借钱者

，

都将成为异类

。

不过读

《

儒林外史

》，

你却发现一

个大异于现在的现象

，

明清时代的人

们太容易借钱给人了

。

先来看这个例

子

。

原南昌太守王惠在宁王之乱中投

降了宁王

，

后宁王落败

，

王惠被通缉

，

走上了逃亡之路

。

王惠风餐露宿

，

吃尽

苦头

，

手头也越来越紧张

。

一个偶然的

机会

，

他在船上碰到一个年轻人

，

随口

问其故乡何处

。

答曰

“

嘉兴

”。

又问

：“

尊

姓

？ ”“

姓蘧

。 ”

王惠的前任南昌太守也

姓蘧

，

祖籍嘉兴

，

两人打过交道

。

王惠

再问

，

这个年轻人竟然就是蘧太守的

孙子

，

名蘧駪夫

。

王惠做了自我介绍

，

并称和駪夫的父亲蘧景玉交情甚好

。

駪夫也知道他的名字

，

但不知道降宁

王一节

，

便问

，

听说您已荣升南赣道

，

如何改装独自到了这个地方

？

王惠答

，

宁王反叛

，

我挂印而逃

。

仓皇之中

，

来

不及取出盘费

。

蘧駪夫问

：

那你现在要

去哪里

？

王惠答

，

穷途末路

，

走一步看

一步吧

。

但始终不把降顺宁王的事儿

讲出来

。

蘧駪夫说

，

老先生既然城池不

守

，

看来跟朝廷是不好交代了

，

但茫茫

四海

，

缺少盘费如何使得

。

我此番奉家

祖

（

蘧太守

）

之命

，

在杭州刚讨取一桩

银子

，

现在舟中

，

今且赠与老先生作为

路费

，

你去寻一个僻静所在安身为妙

。

说着

，

即取出四封银子

，

共二百两

。

王

惠无以为谢

，

将一个枕箱和几本残书

赠给蘧駪夫

，

洒泪告别

，

从此更姓改

名

，

出家为僧

。

在那个时代

，

童生周进教书的月

薪是一两银子

，

可维持基本的温饱

。

按

今天的性价比

，

维持基本的温饱怎么

也得一千块钱吧

。

二百两银子的性价

比大概相当于二十万人民币了

。

这不

是个小数

。

况且蘧家坐吃山空

，

家道中

落

，

根本没到挥金如土的地步

。

而蘧太

守和王惠并无太深交情

，

在办理交接

手续时还有过一丝小小的不快

。

奇怪

的是

，

蘧駪夫回家向祖父说起这件事

，

蘧太守并没责怪他

，

反夸他做的好

，

做

的对

，

不愧是蘧家之后

。

其他人随手赠钱送钱的情况也屡

见不鲜

。

落魄书生马二

(

纯上

)

先生路

遇拆字算卦的少年匡超人

。

问他为什

么一个读书人来做这种营生

。

匡超人

告诉他

，

自己是温州府乐清县人

。

二十

二岁

，

未婚

，

家里父母俱在

。

自小上过

几年学

，

因家境贫寒读不成了

。

去年跟

着一个卖柴的客人来省城杭州

，

在柴

行里记账

。

不想客人赔了本钱

，

也没付

匡超人的工资

。

现在自己回不了家

，

只

好流落于此

，

算卦混口饭吃

。

前天一个

家乡人来

，

说自己的父亲在家有病

，

病

情如何自己十分挂念

。

说着流出了眼

泪

。

马纯上又详细询问了匡超人的学

习情况

，

并出题目让他写一篇文章测

试了一下文笔

，

看出这个年轻人有前

途

，

便提出要送盘费给匡超人

，

让他回

家继续攻读

。

匡超人说

，

若蒙资助

，

需

一两银子就够了

。

马纯上说

，

你回到

家

，

也需要有点本钱做点小生意奉养

父母

，

才有功夫读书

。

我拿十两银子给

你

，

你也请医生给父亲看看病

。

同时又

寻出一件旧棉袄

、

一双鞋都送给他

。

匡

超人顺利回到家后

，

母亲看他穿着厚

墩墩的棉袄

，

判断他在外生活得不错

，

才彻底放下心来

。

（

作者系深圳作家

）

【缘木求鱼】

对于“新政” ，似乎更

应该理解为一度无比

疯狂的房地产市场正

逐步回归正确的轨道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沈凌

在给学生讲宏观经济学的时候

，

我用中国的经济发展事实来作为理论

的注解

。

于是

，

第一堂课就需要面对一

个如何理解中国奇迹的问题

。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奇迹吗

？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

，

中国

在

1978

年的

GDP

总量是

3650

亿

，

人

均

382

元

；

2014

年估计是

63

万亿

，

人

均

46352

元

。

36

年间这个名义

GDP

的年均增长率大约在

13.3%

左右

。

于是一定会有学生对这个

“

名义

”

提出质疑

：

我们是不是应该计算

“

实

际

”

GDP

呢

？

因为物价上涨造成的增

长完全不应该认为是一个

“

奇迹

”

啊

！

确实如此

，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

当

我们探讨奇迹与否的时候

，

最重要的

是把我们的增长情况和别国对比

，

而

对比需要我们把人民币转换成为美元

这一国际化货币

。

将人民币兑换成美

元时

，

我们需要的是

“

名义

”，

因为汇率

是

“

名义

”

的

。

以名义汇率转换后按美元计价的

GDP

是不是会造成通货膨胀幻觉中

的增长呢

？

对此不必过虑

。

因为一个国

家若持续通过通货膨胀来提高

“

名义

”

GDP

，

那么它对美元的汇率一定会持

续下跌

，

从而最终在以美元计价的名

义

GDP

上一无所获

。

所以如果有政

府希望通过超发本国货币

，

按照通胀

之前的汇率把本币换成美元从而成为

美国的富翁

，

他是不可能成功的

。

那么以美元计价

，

这

36

年中国的

增长情况如何呢

？

统计局网页上只有

自

1985

年以来的美元汇率

，

所以

，

计

算自

1985

年以来的增长率是

11.1%

。

咦

？

怎么比人民币计价的增长率少了

2

个百分点

？

原因是在

1993

年以前

，

中国的汇

率是管制的

。

所以官方汇率远远高于

自由市场的汇率

（

俗称黑市汇率

），

这

样就抬高了中国以美元计价的

GDP

，

压低了中国以美元计价的

GDP

的增

长率

。

如果我们以

1994

年开放了汇率

管制之后的时间段来计算中国的年均

增长率

，

那么该数据就是

13.77%

！

而

我们如果把

1994

年的汇率倒推到之

前的所有年份

，

计算中国自

1978

年以

来的年均美元计价的

GDP

增长率

，

该数据就是

14.22%

！

这个增长率才是理解中国奇迹的

重要指标

，

因为它衡量了中国可以和

美国比较的经济实力

。

那么这样的增长率独一无二吗

？

或者说

，

在全世界追赶美国的步伐中

，

中国是一个特别快的选手吗

？

未必

！

从世界银行的公开数据库里面

，

我们

可以找到有

1980

年到

2013

年数据的

136

个国家

（

截至

1980

年

，

很多国家

还没有诞生

）。

同理计算各国这时间段

内以美元计价的名义

GDP

年均增长

率

，

这个数据库显示

：

过去

33

年中国

的年均增长率是

10.8%

。

而同期

，

一个

叫赤道几内亚的国家

，

年均 增 长

13.6%

。

紧随其后的是马尔代夫

、

韩国

、

斯里兰卡

、

新加坡等

，

它们的增长率都

在

7%

以上

。

那么

，

是不是可以认为中国的高

增长也没有什么稀奇的

，

至少在对比

这类亚洲国家的时候

？

其实也不是

。

因

为中国和这些高增长国家的规模根本

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

在举重的时候一

个胖子和一个瘦子举起同样的总量

，

奖品是归瘦子的

。

在经济增长的比武

台上

，

一个

13

亿人的经济体能够得到

和数百万或者顶多千万人级别的经济

体一样的增长率

，

那么更值得赞许的

也是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经济体

。

因

为自工业革命以来

，

还没有这样体量

的一个国家能够脱离贫困

。

欧美所有

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不及中国一个

国家

，

而这二三十个发达国家在发展

的过程中

，

为解决能源消耗和市场竞

争给全世界带来的环境破坏和战争屠

杀

，

都是比中国多得多的

。

当然

，

我们

现在还不能这么肯定地评价

，

因为中

国还远没有达到这些发达国家的生活

水平

，

不过

，

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达到

了美国的

60%

，

而同时所造成的破坏

并不比以往这些发达国家多

。

我想

，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

理解

，

以上分析可以作为一个注脚吧

。

（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

士、华东理工大学教师

）

【说法不武】

有网络的地方就有

群众，有网络的地方

就有民意，有网络的

地方就有参政议政

的平台

“新政” 吹不出楼市的艳阳天

木木

据说

，

中国楼市的又一个春天来

了

。

五部委联合推出的

“

新政

”，

在许多

人眼里

，

俨然就是一阵扑面而来的和

煦春风

。

伴随着这阵春风而来的

，

当然

就应该是一个莺飞燕舞

、

姹紫嫣红的

艳阳天

。

如果从

2010

年

4

月

30

日北京出

台

“

限购

”

的

“

国十条

”

实施细则算起

，

被很认真

、

很严格地实施了将近四年

的

“

限购

”

政策

，

对不少房地产开发商

而言

，

就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不短的

难熬

“

冰期

”。

现在

，

随着外部环境的变

化

，

甚至连央行行长周小川在面对媒

体时也公开表示担心通货紧缩了

，

在

这样的背景下

，

五部委

“

新政

”

的适时

发布

，

显然就被理所当然地解读为

“

救

市新政

”

了

。

不过

，

此一时

，

彼一时

。

这些满心

以为楼市的春天又来了

、

挽起袖子准

备再大干一场的人

，

显然有些过于乐

观了

。

世事从来如此

，

趋势一旦形成

，

要从根本上扭转它

，

恐怕就不是简单

推出几条什么政策能马上办到的了

。

前车之鉴多得是

。

当下中国楼市所面临的局面

，

其

实就是中国经济所面临局面的一个缩

影

，

严重的产能过剩

，

不但困扰着中国

的楼市

，

而且也严重困扰着中国的经

济

。

在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下

，

中国经

济要想恢复活力

，

就内部而言

，

要通过

调结构

，

淘汰相当一部分过剩产能

，

同

时还要着力推动产业的升级

；

就外部

而言

，

要在更深层次

、

更广范围上走出

去

，

为即使

“

瘦身

”

之后仍很庞大的生

产能力寻找出路

。

这内外两方面的工

作

，

显然都十分艰巨

，

需要做出艰苦的

努力

。

在房屋严重的库存虎视眈眈的背

景下

，

人们大约就很难放心地掏出钱

来去投资房产

；

更何况

，

与阴云密布的

房地产市场相比

，

现在的股市似乎更

有吸引力

。

或许

，

我们更应该祈祷

，

不

要出现大量投资客抛售房产转战股市

的局面出现

———

这似乎并非杞人忧

天

，

普通住房对外销售免征营业税的

年限由五年变为两年

，

为这种局面的

出现实实在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

虽然

，

房地产确实曾经是拉动经

济增长最省事儿的抓手

，

但省事儿就

免不了省事儿的负担

，

在这个世界上

，

似乎很难有两头都能占到便宜的好事

情

。

在此前多年的经济实践中

，

过分倚

重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

给经济

、

社会

、

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

都带来

极大的负作用

。

在新形势下

，

如果还有

人整天琢磨着如以前那样省事儿地糊

弄着干

，

琢磨着房价又如以前那样疯

狂起来

，

显然已经很不现实了

。

也很难

想象

，

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

实现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

、

推动人与自然和谐

共存为执政理念的本届政府

，

会回到

老路上去

。

把握住了这一点

，

我们有理由相

信

，

房地产市场不会任性地再一次疯

狂起来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

刚刚

推出的

“

新政

”，

显然不是有些人理解

的什么

“

救市

”———

没有崩溃

，

何来拯

救

？

对于

“

新政

”，

似乎更应该理解为一

度无比疯狂的房地产市场正逐步回归

正确的轨道

。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实现产业升

级

，

提升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

是需

要中国人专心致志

、

认真面对的大课

题

。

在解决这个大课题的过程中

，

不

能允许房地产市场再一次疯狂起来

，

从而分散全社会的注意力

；

疯狂的房

地产市场

，

绝难担当得起新时期我们

面临的新使命

。

就中国未来的发展趋

向看

，

房地产市场一定会逐步实现向

本源的回归

。

因此

，

总寄希望在这个

市场上再大捞特捞一把的人

，

估计要

失望了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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