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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价格话语权上

比较弱， 资源价格的

掌控权大部分处于西

方国家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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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有余】

现在， 老家农民随便

就能找到活儿干的日

子不多了。 即使和亲

友们一起外出打工，

也要关系熟络才行。

经济下滑，农村易受伤

余胜良

我哥近日到了深圳

，

他脸庞黝黑

，

刚把小麦种在地里

，

就背井离乡

，

要在

中国城市找份工作

。

近来

，

来自老家的消息

，

不好的居

多

。

和我哥一样

，

大多数农民过着半耕

半工生活

，

务农收入下滑

，

在城市务工

也很难赚到钱

。

大豆和玉米是老家秋收的主要农

产品

，

往年大豆卖

2

元

/

斤以上

，

今年只

有

1.7

元

/

斤

；

往年玉米卖

1

元

/

斤以上

，

今年只有

0.7

元

/

斤

，

农民的收入肯定会

受影响

。

老家的情况只是一个缩影

。

近期

，

国内外大公司的裁员

，

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经济的现状

。

这种情况下

，

农

村的劳动力价格开始松动

。

现在

，

农民随便就能找到活儿干

的日子不多了

。

即使和亲友们一起外

出打工

，

也要关系熟络才行

。

各处用工

需求都在下降

，

农民工批量失业了

。

我哥来深圳找收入增加的机会

，

主要是因为当地经济下滑和房地产业

停滞

。

2008

年之后

，

中国迅速推出

4

万

亿元经济刺激政策

，

部分资金流向了

三四线城市

，

打工者收入增多

，

钱

“

回

”

到农村后到处是一片繁荣景象

。

很多人都换了房子或盖了新房

，

我哥

靠着为砖厂运输原料赚了一些钱

。

刚

开始

，

客户付给我哥的钱虽有拖欠

，

但拖欠一段时间就给了

，

后来又有拖

欠

，

欠着就欠着了

。

到

2013

年左右

，

拖欠日益严重

，

空心砖卖给房地产

商

，

房子卖不动无法付款

，

我哥就无

法支撑下去

。

整个家乡都是这样

。

去年回老家

，

一位政府官员说

，

承包政府工程的一

家公司拖欠银行好几亿元

，

但政府没

钱给这家公司

，

只能施压银行

，

让银行

不要逼债

。

可以说

，

债务正在成为极大

的隐患

。

这一点很像上世纪九十年代

末

，

当时通货紧缩

，

三角债问题严重

，

政府要花大工夫化解

，

这是经济下行

的副产品

。

在这种情形下

，

利润可能变成应

收账款放在账薄里

，

一不小心可能血

本无归

，

做生意

、

做企业都如履薄冰

，

控制风险变得比什么都重要

，

经济就

会因此而变冷变慢

。

但大城市依然繁华

，

成了不少人

理想的工作之地

。

我一个远赴新疆打

工的亲戚几个月前来到深圳

，

和他两

个已在此地打工的弟弟会合

，

加上我

哥

，

已经有五个亲戚来到深圳

，

有些在

工地找了份工作

，

有些还在找工作

。

这让我想起

2008

年金融危机后

关于美国经济的一则报道

，

成群结队

的美国人来到纽约

，

因为小城市工作

岗位在消失

，

纽约产生更多工作机会

，

可以放下洗衣机的一室一厅户型异常

抢手

，

很多人要用工资一半租赁类似

户型

，

以至于州长布隆伯格计划增加

一室一厅供应量

。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

100

年

前中国经济时局不稳民生凋敝时

，

人

们为何涌向上海

，

让上海成为远东第

一大城市

。

这也可以解释英国失业农

民为何要成群来到城市

。

传统上

，

中国人安土重迁

，

但一旦

经济衰退

，

农村一定会受损

，

一旦经济

复苏

，

也是城市机会更多

。

从老家传来的

，

也不全是坏消息

。

老家是传统的烟叶产区

，

今年风调雨

顺

，

烟叶成色好

，

收购价格也高

。

种植

比较好的可以收入到

8000

元

/

亩

，

普

通的也在

6000

元

/

亩以上

，

据说每亩

净利润可达到

4000

元以上

。

老家承包

几十亩的庄户人家不少

，

也因为如此

，

今年土地承包价格没有受经济大形势

影响

，

反而在上升

。

乡村在变化

，

真心

希望留在村里的人

，

能不停地顺应社

会需求的调整

，

过上更好的日子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价格改革造福各方

温天纳

近年

,

环球资源价格犹如河堤崩

塌一般

，

不断创新低

。

与此同时

，

在过

去几年

，

中国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以及

设立一系列商品交易所

，

尝试增加对

资源价格的影响力

。

但是作为全球资

源市场的最大消费国

，

中国在价格话

语权上较弱

，

资源价格的掌控权很大

部分处于西方国家手中

。

近年来

，

环球资源价格崩溃与强

势美元的影响紧密相关

，

另外一个原

因就是

，

西方国家开始意识到中国的

经济增长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强

劲

，

既然中国也

“

吃

”

不下这么多资源

，

钱也赚不了这么多

，

他们实在没有理

由抬高价格不松手

，

影响本国的发展

。

说真的

，

原油价格低迷对美国也不失

为一件美事

！

国内对不少行业仍存在价格管

制

，

资源价格与国际市场水平存在一

定的偏差

。

当前

，

内地经济处于增长

速度换挡期

、

结构调整阵痛期

、

及前

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

从产业角度看

，

预计第二产业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持续低迷

。

可是

，

由于中国价格

（

如天

然气

）

高于国际价格

，

下游产业在过

去一两年成本高企

，

需求疲弱

，

苦不

堪言

，

其中有不少只能面对倒闭的命

运

。

笔者作为投资银行家

，

在处理融

资问题时

，

遇到不少优秀企业

，

就是

因为被高成本绑着

，

导致其融资项目

乏人问津

。

中国制造业需要面向全世界

，

但

是却要面对中国式的成本因素

，

导致

业务发展难以规划

，

不利于自身在国

际市场的竞争中生存

。

不过

，

这种情

况有望得到改善

。

内地天然气非居民

用价

，

有可能率先在

10

月底下调价

格

。

笔者估计天然气价格下调将利好

下游企业

，

而化肥行业将成为主要受

惠的行业之一

。

更重要的是

，

化肥涉

及农业

，

而农业一直为中央政府关注

的领域

，

在未来定必出台更多政策支

持

“

三农

”

领域

，

曲线令农业及周边板

块受惠

。

参考公开的报告

，

估计各省天然

气门站价格下调幅度或达两至三成

。

而发改委在上一轮价格改革的文件

中

，

已经开始试点放开直供用户的价

格

，

笔者估计在新一轮价格改革中

，

发

改委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厘定价格的

作用

，

为未来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

做铺垫

。

若

10

月底落实发布调价

，

最快或

于

11

月

1

日执行新价格

。

今年

4

月

份

，

在内地的价格改革中

，

首次大幅下

调天然气价格

。

不过

，

原油价格自

2014

年下半年起开始暴跌

，

环球天然

气替代燃料价格随之下跌

，

但由于天

然气为中央政府指导定价

，

制度导致

内地天然气价格高企

，

与市场脱节

，

对

上下游产业产生极负面的影响

，

天然

气价格改革的确存在一定的迫切性

。

天然气价格若能市场化

，

或有机

会拉动天然气市场需求回暖

。

今后

，

在

内地价格改革的趋势下

，

天然气非居

民门站价格会更向市场化的方向靠

拢

，

上下游产业可以通过协商在门站

指导价格的基础上根据供需等因素实

时调整

，

市场作为发现价格的最主要

因素将会更加凸显

，

而天然气价格改

革亦将启动内地价格改革的序幕

。

内地天然气价格下调如果落实

，

将对工商业天然气用户

、

终端用户产

生利好

。

对于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工

厂

，

比如化肥厂

、

玻璃厂

、

陶瓷厂

，

以

及大型饭店

，

天然气价格下调意味着

成本的下降

，

对业绩也会产生带动作

用

。

而天然气价格的下调

，

亦将带动

市场对天然气的需求

。

在市场原则

下

，

价格改革将造福于更多的企业

，

形成多赢局面

，

经济全球化也将因此

充满活力

。

（

作者系香港投资银行家

）

“规划” 的极致

木木

“

规划

”，

真是个好东西

。

为什么这

么说呢

？

因为自从人们扎堆取暖组成

了社会

，

好像也就有了

“

规划

”———

你

干什么

、

我干什么

、

他干什么

，

规划一

下

，

生活马上就有了效率

。“

规划

”

起源

早

、

历史悠久

，

演进到今天

，“

规划

”

不

但无处不在

，

样貌也复杂

、

精致得多

，

许多时候

，

还不得不有劳各类专业人

士专门为之斧正

、

雕凿了

。

说

“

规划

”

无处不在

，

大约没什么

错儿

。

比如

，

每个人在生命的各阶段

，

估计都是很需要一些大大小小

、

五花

八门的

“

规划

”

的

，

在哪个医院出生

、

在

哪个地方养老

，

在哪个火葬场火化

，

应

该都要

“

规划

”

或被

“

规划

”

一番

，

否则

就可能出事儿

。

这涉及的还都是小

“

规

划

”，

一些更大

、

更复杂的

“

规划

”

也会

经常性地考验一下人们的智商和情

商

，

比如

，

读书

、

高考的时候

，

就要对今

后的就业方向有所计划

；

再比如

，

是先

买车

、

买房

，

还是先投资

、

炒股

，

估计也

需要绞绞脑汁

。

类似的例子

，

多了去了

。

可见

，

“

规划

”

意识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

，

并烙刻进我们的骨子里

，

并每时每刻发挥着极其重要而伟大

的指导作用

。

这当然有赖于从小的教

育

。

比如

，

每个父母大约都会给自己

的小宝宝不厌其烦地讲那个

“

寒号鸟

的故事

”：

天气好的时候

，

寒号鸟不是

四处游玩就是晒太阳睡大觉

，

而喜鹊

却每天都忙碌着搭窝

；

冬天来了

，

喜

鹊躺在温暖舒适的窝里惬意极了

，

而

寒号鸟却冻死了

。

这样的故事有很多

。

有

“

规划

”、

没

“

规划

”

的结果是如此地吓人

，

而小孩

子总这样被吓

，

大约也用不了多少时

间

，

就能明白

“

规划

”

的重要性并很快

习惯

“

规划

”

的存在了

。

等到这些乖孩

子长大了

，

当然也就自然而然地会自

己搞

“

规划

”，

或者被别人用

“

规划

”

搞

了

。

这原本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

不过

，“

规划

”

既然是人搞出来的

，

鉴于人类在不同阶段的认知存在局限

性

，

环境

、

条件也大有不同

，

因此

，“

规

划

”

有成功的

，

当然就一定少不了有失

败的

。

成功了

，“

规划

”

的主人

，

往往就可

能迈上一个新台阶

；

而失败了

，

当然就

得接受跌落的代价

，

而跌落了偏不接受

教训

，

仍跟着原来的

“

规划

”

一条道儿走

到黑

，

最终的结果就一定很悲催

。

这样的例子

，

古今中外可不少

。

虽

然前后左右覆车不少

，

但人类一贯固

执得很

，

许多时候

，

都是对自己的

“

规

划

”

信心爆棚

，

八头牛也不能让

“

规划

”

改变分毫

。

不容变更的

“

规划

”，

当然就

堪称极致

“

规划

”

了

。

所谓极致者

，

是指

好得不能再好了

。

虽然

，

从哲学的角度

看

，

别管什么东西

，

只要到了极致的地

步

，

一准儿就会开启逆变之门

，

但哲学

家毕竟是少数

，

赶上花团锦簇的时代

，

往往还跑得影儿都见不着一个

，

大多

数人是管不了那么多的

。

因此

，

对于自己心血凝结而成的

“

规划

”，

绝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存

在一种

“

敝帚自珍

”

的心态

，

如果竟真

心地认定这

“

规划

”

已达极致的境界

，

那就更不得了

，

简直一丝一毫都不能

有所质疑了

。

许多时候

，

虽然被

“

规划

”

者可能早就觉出这几十岁的老大

“

规

划

”

早就不适应新形势了

，

但要让

“

规

划

”

者来一个本质上的改变

，

大约还真

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极致

“

规划

”

的结局往往都难以实

现

。

不过

，

这也实在没什么可唏嘘的

，

没有这些不美好

，

人生

、

人类社会似乎

就有些不真实

。

人们聚合到一起

，

整天

乱哄哄的

，

其实也不过就是那么一点

儿事儿

，

都搞出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

结局来

，

各类角色的评论估计肯定特

一致

：

这也忒没劲啦

！

唉

！

你有什么办法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缘木求鱼】

对于自己心血凝结而

成的“规划” ，绝大多

数人都或多或少地存

在一种 “敝帚自珍”

的心态。

人民币加入SDR是当务之急

中国宏观形势当下正处于

“

让人

看不懂

”

的复杂时期

，

这在和境外投资

者的交流中感受更加真切

。

很多人在

问

，

为什么人民币汇改要在股市大跌

之后强势推进

，

为什么不找个风平浪

静的时点

？

为什么人民币跨境结算加

快布局

？

为什么在一些国际资本已然

看空中国资产的背景下

，

还要让人民

币贬值

？

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保

7

愈

发困难的当下

，

还要不惜把政策精力

分散到人民币维稳上

？

在我看来

，

这些问题的关注点都

集中于单一事件

，

而没有将对焦拉到

足够远以看清中国宏观的全貌和重

点

。

而中国宏观的全貌

，

一言以蔽之

，

就是处于

“

以增速换增质

”

的转型期

，

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在加速向消费驱

动型经济体转变

，

另一方面在推动对

外开放格局由经济开放为主转向金融

开放为纲

。

如此宏观全景之下

，

长期重

点是

“

腾笼换鸟

、

凤凰涅槃

”

式的改革

，

短期重点是人民币加入

SDR

。

为什么加入

SDR

是短期中国最

重要的事情

？

原因很简单

，

加入

SDR

的里程碑效应

，

完全可类比于

2001

年

加入

WTO

。

从

2001

年以来中国经济

发展进入快车道

，

加入

WTO

，

实实在

在开启了中国经济走出去大时代的历

史里程

。

今天

，

中国进入了另一个

“

金

融

+

”

大时代

，

金融创新引领增长潜力

释放

，

金融转型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

金

融开放拓展外部广阔市场

，

金融改革

催化宏观优化配置

。

因此

，

中国急需另

一把打开世界

、

解放自己的新钥匙

，

这

就是加入

SDR

。

加入

SDR

，

人民币能在最基本的

意义上和美元

、

欧元

、

英镑和日元比

肩

，

中国金融才谈得上获得了和全球

经济规模第二相匹配的

“

系统重要

性

”。

而且这件事

，

五年才有机会去争

取一次

。

下月

，

是我们必须把握的机

会

。

中国金融改革

，

要改什么很明确

，

要往什么方向改也很清楚

，

关键是次

序如何安排

。

花须堪折直须折

，

如果不

在现在加入

SDR

，

不光金融崛起要耽

误五年

，

一系列有次序的改革都要再

跟着往后排五年

。

所以

，

把握现在

，

该

要去做的事情就必须去做

。

要想加入

SDR

，

人民币必须痛下

决心

，

割断和美元之间的那根脐带

，

这

是排在第一位的

，

所以

，

才会有

“

8

·

11

”

汇改的惊人之举

。“

8

·

11

”

汇改

，

就是要

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形成变

得透明

，

让

“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

真正

有浮动之实

。

可见

，“

8

·

11

”

汇改是为了满足加

入

SDR

的第一个条件

，

虽然这不可

避免地导致破坏了第二条

，

但在我看

来

，

这完全是个

“

进两步

、

退一步

”

的举

措

。

如果不是人民币

“

8

·

11

”

汇改

，

美联

储本来有

50%

以上的几率在

9

月

18

日宣布加息

，

而一旦在美联储加息之

后再来人民币汇改

，

人民币贬值预期

会更强烈

，

维稳人民币汇率的成本会

更大

。

所以

，“

8

·

11

”

汇改是在正确的时

间做了正确的事

。

在

“

8

·

11

”

汇改之后

，

央行将很大

精力放在了管理人民币预期上

，

出台

了一系列配套政策

，

用疏

、

堵结合的方

法泄洪贬值预期堰塞湖

，

尽力满足加

入

SDR

的第二个条件

。

与此同时

，

在

第三个条件上

，

中国也没有任何放松

，

高调承诺在年底前会进一步促进人民

币跨境结算和跨境使用

。

世人都看到

了

，

截至目前

，

贬值预期管理取得了较

好效果

，

人民币并未像国际投行估计

的那样快速暴跌至

7

或

8

的水平

，

而

是稳定在了接近均衡水平的位置

。

可以说

，

当下中国整个政策调控

和形势变化

，

都可从加入

SDR

这个

重点得以理解

。

有序推进国企改革

，

央

行

8

月

25

日降息降准

，

包括财政稳增

长强势出台

，

都是为人民币汇率稳定

提供政策支撑

。

甚至

，

连美国的行动也可从这个

角度读出不一样的内容

。

很多人认为

美联储

9

月未加息是个利好

，

笔者则

认为这是个利空

，

对美国

、

全球和中国

都是如此

：

美国加息达摩克利斯之剑

未落下

，

美元升值预期就始终存在

，

并

随时准备冲顶

，

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就

难以缓解

。

美联储将加息预期后移到

12

月

，

实际上给人民币在

11

月加入

SDR

带来了潜在压力

。

在欧洲已然明

确表态支持人民币加入

SDR

的背景

下

，

美国的态度和手段更值得重视

。

宏观的魅力在于

，

能从短期的纷

乱中理出长期的趋势

，

能从不合理的

表象中找到合理的逻辑

。

全球宏观和

中国宏观的运行自有其内在联系

，

加

入

SDR

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

看宏观

还是需要抓住重点

、

贴近实际

。

放大

炮

、

理想化

、

阴谋论

、

走极端

，

都没有

意义

。

（

摘编自“新财富” 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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