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名其妙】

深圳已成为各路资

金安全着陆的“海绵

垫” ， 外围虎视眈眈

的资金和投资客还

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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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不武】

加大对干部档案造假

的惩处力度， 提高造

假的违法违规成本，

补齐审核监督的制度

短板， 在网上公开接

受群众的监督。

深圳楼市急需一次降温

李宇嘉

深圳楼市疯了

，

这事儿众人皆知

。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

2015

年

12

月

，

深圳房价同比上涨

47.5%

，

实际

房价水平上涨

60%

多

，

部分区域翻了

一倍

。

近期

，

网上关于在深圳买房

“

走

进高富帅

”、“

迎娶白富美

”

的故事和段

子有很多

。

甚至

，

因房价一览众山小

，

貌似深圳的地位也开始爆棚了

，

比如

“

北上广深

”

的座次要重排了

，

深圳要

吞并惠州成立直辖市了

，

房价折射深

圳崛起和香港衰落等

。

关于深圳房价暴涨的原因

，

报道

可谓连篇累牍

，

不外乎深圳有人

、

有

钱

、

有产业

、

有故事

。

2016

年

，

深圳楼

市向左还是向右

？

从近期论坛和研讨

会传出的信息看

，

几乎是清一色的看

多

。

经济学家金岩石近期放出

“

狂言

”，

未来五年内

，

以前海为中心的

30

平方

公里

，

看不到每平方米

30

万元以上的

天价就是深圳开发商的耻辱

。

民间拥

泵者最多的任志强

，

近期对深圳楼市

发话了

，

高房价是深圳核心竞争力的

体现

，

深圳

2015

年上半年高科技行业

就业人口增加

90%

，

房价不涨才怪

！

2015

年

12

月

，

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

，

深圳房价环比上涨

3.2%

，

在各

大城市中依旧鹤立鸡群

，

看来房价上

涨的步伐并未放缓

。

新年伊始

，

深圳楼

市热度依旧

，

新房成交周均

1500

套左

右

，

环比增幅在

10%

以上

，

成交均价探

至

4.7

万

，

再创历史新高

。

笔者也认

为

，

综合政策面

、

资金面

、

市场坚决

“

看

多

”、“

做多

”

的情绪来看

，

至少

2016

年

上半年

，

深圳房价惯性上涨还将持续

。

《

这次不一样

》

是一本研究

800

年

金融跌宕起伏规律的畅销书

。

该书作

者指出

，

每一次资产泡沫破灭前

，

对于

泼冷水的人

，

拥抱泡沫的人都认为

，

“

这次不一样

”，

但历史上金融危机发

生的原因都惊人的相似

，

即人性的贪

婪

。

在深圳买房

，

带来的不仅是财富效

应

，

还带来了面包

、

爱情和梦想

。

草根

层面

，“

房价不会下跌

”，“

买到即赚

到

”、“

再不买就更买不起

”

等观念已深

植人心

。

深圳核心竞争力

、

庞大的刚需

“

接盘侠

”

已封死房价下跌空间的观念

也深植人心

。

掐指也算得到

，

目前的房价已经

将刚需彻底抛弃了

。

现实中也看到

，

除

了少数

“

换房需求

”

外

，

目前楼市已成

为投资客的

“

接龙游戏

”。

链家地产发

布的楼市大数据显示

，

深圳二手房市

场投资客占比已达到

30%

，

但奔着投

资而买房的比例远高于此

，

新盘上市

中手持多个

“

房票

”

的购房者多得去

了

。

链家统计显示

，

为获得购房资格或

享受首套房优惠而离婚买房的占比

，

在

2015

年达到了

45.2%

。

近期

，

投资深圳楼市升级了

。

首先

是出现了

“

买房票

”、“

养房票

”

的怪诞

现象

。

据悉

，

2015

年初私下成交的

“

房票

”

价格是

8000

元

，

到年末已涨到

3

万

-5

万元

；

其次是杠杆率抬升

，

出

现了通过消费贷款

、

民间借贷凑首付

或支付房款

，

通过众筹买房等

“

加杠

杆

”

现象

，

有人甚至将本轮深圳楼市称

为

“

杠杆牛

”。

事实上

，“

加杠杆

”

本质就

是

“

次级贷款

”，

即给不符合房贷条件

的人发放了贷款

。

投资要看收益率

，

目前深圳房屋

租售比在

2%-3%

，

靠租金回收投资是

不现实的

。

这意味着

，

投资客看重的是

房价上涨的增值收益

。

说白了

，

就是

“

博傻

”，

期待有一个新傻子从你手中

把这个房子高价买走

，

与炒股如出一

辙

。

但是

，

甩开刚需

、

甩开改善型需求

，

靠投资客支撑的楼市

，

你认为它能狂

奔多远呢

？

当收入下降不足以支付还

款

，

当房价预期减弱抛盘增加时

，

会有

什么发生呢

？

目前

，

资金面超宽松

，

叠加资产配

置荒

，

深圳已成为各路资金安全着陆

的

“

海绵垫

”，

外围虎视眈眈的资金和

投资客还有很多

。 “

去库存

”

上升为国

家战略

，“

稳增长

”

占了上风

，

保障房

周期太长

，“

逢拍地

，

必地王

”，

房价上

涨似乎难挡

。

但是

，

如此下去

，

于老百

姓

、

于企业

、

于政府

，

于民生

、

于经济

、

于社会

，

没有一点好处

，

这时候降温

还来得及

，

千万不要等到积重难返的

最后关头

。

（

作者系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

）

让干部档案“整容术” 无计可施

刘武俊

媒体近日报道

，

中组部为贯彻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

、

从严管理监督干部

要求

，

在全国部署开展干部人事档案

专项审核工作

。

截至目前

，

420

人因档

案造假受到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

，

186

人因档案问题被记录在案

。

近些年来

，

干部档案造假乱象频

频曝光

，

猖獗程度令人大跌眼镜

。

比

如

，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东窗事发

后

，

学历造假的真相也随之公开

。

其档

案中的

“

北京大学函授毕业证书

”

和

“

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证书

”，

竟然

是从街头小贩处买来的

。

河北石家庄

“

骗官书记

”

王亚丽

，

初中未毕业

，

一路

欺骗

、

最终升迁至共青团石家庄市委

副书记

，

其档案中除了性别是真的

，

其

身份

、

年龄

、

履历均涉嫌造假

。

干部档案造假的歪风邪气之所以

长期存在且在一些地区和部门非常突

出

，

究其原因

，

主要就是干部档案造假

的成本太低

，

而潜在的收益颇丰

，

对档

案造假者的处理往往手下留情

、

留有

余地甚至网开一面

，

未能形成有效的

震慑

。《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

例

》

明确规定

：“

不准涂改干部档案

，

或

者在干部身份

、

年龄

、

工龄

、

党龄

、

学

历

、

经历等方面弄虚作假

”。

新修订的

《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

也增加了

一项条款

：

篡改

、

伪造个人档案资料

的

，

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

情节严重的

，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

分

。

档案造假一旦被组织发现

，

通常只

是批评教育

、

记过等处分

。

近些年对造

假官员的处理

，

最常见的处理方式也

就是免职

，

鲜有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

例子

。

如此低廉的违法成本

，

自然难以

封堵住官员造假的捷径

。

治理干部档案造假乱象

，

就必须

依法依规严惩干部档案造假者

，

该撤

职的撤职

，

该断崖式降级的断崖式降

级

，

该开除公职的就坚决清理出公职

人员队伍

，

该追究法律责任的就坚决

移送司法机关

，

整治干部档案造假不

能

“

整而不治

”，

决不能避重就轻

、

姑息

迁就

、

以纪代法

。

每发现一起造假都要

全程倒查

，

不仅要严惩造假当事人

，

而

且也要严肃查处给造假放

“

绿灯

”

或者

疏于管理的相关责任人

。

治理干部档案造假乱象

，

就必须

实现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常态化

，

构建

常态化的

“

监控器

”

和

“

防火墙

”。

中组

部开展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

，

是给

干部档案来次

“

大普查

”

与

“

大过滤

”。

但这只是阶段性动作

，

若要让妄图造

假者无法

“

易容

”，

下一步还需针对档

案造假设立常态化的

“

监控器

”

和

“

防

火墙

”。

整治干部人事档案造假

，

亟待

补齐制度短板

，

弥补制度漏洞

。

这就要

求对干部人事档案的审核常规化

，

实

行

“

凡提必审

、

凡转必审

、

凡进必审

”，

对干部档案进行全面无遗漏地从严从

实审核查实

，

确保让任何存疑的档案

信息被筛查出来

。

治理干部档案造假乱象

，

就必须下

决心推行官员人事档案公开化和透明

化

，

将锁在档案室和文件柜里的干部人

事档案向群众公示

，

在政府网站

“

晒

”，

接受全社会监督

。

建立领导干部人事档

案网上查询系统

，

广大干部群众都可以

上网查询每一位领导干部的人事档案

，

对有疑问的干部档案可以及时提出质

疑投诉

。 “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

官员

信息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题中应有

之意

，

把官员档案和履历

“

晒

”

在阳光

下

，

接受公众监督

，

让造假者无处遁形

。

同时

，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要加大

“

晒

评于民

”

的力度

，

把知情权

、

参与权

、

选

择权和监督权真正交给群众

，

不断增强

干部选任工作的透明性

。

治理干部档案造假乱象

，

还有必要

从技术上阻断造假的黑手

，

推行干部档

案数字化

，

积极推进干部档案数字化建

设

，

为防范档案造假增设

“

监控器

”

和

“

防火墙

”。

目前

，

绝大多数省区市实现

了省管干部档案数字化

，

市

、

县两级和

中央单位也在加快建设步伐

。

一旦将干

部档案数字化

，

想要随意涂改纸面上的

档案信息就几乎不可能了

。

干部档案不只是要锁进档案柜

，

更要锁进制度的柜子里

。

遏制干部档

案造假乱象不仅要出重拳

，

更要出组

合拳

。

唯有多管齐下

，

切实加大对干部

档案造假的惩处力度

，

提高造假的违

法违规成本

，

补齐审核监督的制度短

板

，

在网上公开

“

晒晒

”

接受群众的监

督

，

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干部档案造假

乱象

，

让造假者无处遁形

。

（

作者系《中国司法》杂志总编

）

医保缴费需要提升吗？

曾福斌

随着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的合并

，

作为

“

五险一金

”

重头之一的基本医保改革也拉开帷

幕

。

近期

，

关于提升城乡居民个人缴费

比重的消息和研究职工退休继续缴纳

医保的舆论

，

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医保

费率要上涨了

，

其实不然

，

2016

年中

央经济工作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降成

本

，

包括降低社会保险费

，

研究精简归

并

“

五险一金

”。

同养基本老保险一样

，

中国的基

本医保也是多轨制

，

对于不同人群

，

如

城乡居民

、

企业职工

、

公务员事业单位

员工

，

有不同的基本医保制度

。

对于基

本医保费用的调整

，

也要区别看待

。

国务院不久前发布意见

，

要求合

并城乡居民医保

，

提升个人缴费比重

。

实际上

，

生老病死对于一个群体

来说

，

遵循自然规律和大数法则

，

因此

不管是居民

、

职工还是公务员

，

在同一

时期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应该都不会

相差太大

。

当然

，

个人因为体质

、

年龄

、

工作强度

、

环境等的不同

，

医疗费用会

大不一样

。

所以为体现风险共担及公

平

，

从整体上说

，

每个人的基本医保缴

费比例应该是一样的

。

目前

，

我国的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

更准确地说

，

是对低收入

、

无收入群体

的一项类

“

福利制度

”。

从城乡居民基

本医保基金收入来源看

，

根据

2014

年

决算数据

，

80%

以上是财政补贴

，

不到

20%

是个人缴费

。

这在当前经济增速

下行压力大

，

财政收支矛盾严重的当

前

，

适当提升个人缴费比重

，

是维持基

金稳定运行的内在要求

，

也是个人在

享受国家相关民生保障时应当分担的

一部分义务

。

而对于城镇职工基本医保来说

，

不管是从当前基金收支情况看

，

还是

从为企业减负方面看

，

目前来说都还

没有提升费率的理由

。

根据社保决算数据

，

2014

年城镇

职工基本医保年收入

7854

亿元

，

其中

缴费收入

7464

亿元

，

支出

6532

亿元

。

当年收支结余

1323

亿元

，

年末滚存结

余

9183

亿元

。

而企业每月为医保支出

的成本为该员工社保缴费基数的

12%

。

相对于提升费率

，

目前更重要的

可能是理顺基本医保制度

，

提升基金

的统筹层次和管理的精细化程度

。

同

时与医疗

、

医药体系联动

，

提升医疗服

务质量

。

目前

，

我国的基本医保仍有许

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

如覆盖人群不够

广

，

相对于基本养老还有近

2

亿人的

差距

，

各地骗保

、

套保现象屡屡发生

，

医保资源被部分人过度使用

，

跨地医

疗保销不够便利等

。

所以

，

对于职工医保来说

，

现在谈

提升费率未免武断

，

一切还得在各方

面制度理顺后

，

根据精算平衡原则

，

制

定更加合理的费率

，

具体是升是降还

真不好说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第三只眼】

我国的家庭养老和机

构养老正在逐渐暴露

其短板， 而社区养老

在我国尚未进入可行

阶段。

� � �【曾哥说事】

根据精算平衡原则，

制定更加合理的费

率， 具体是升是降还

真不好说。

打开养老这扇门

田田

怎么才能打开这扇门

？

卫生间屋

顶的防水层让这间不到三平方米的屋

子显得更加逼仄

。

白炽灯在白色瓷砖

上反射出刺眼的光

，

除了明晃晃的镜

子

、

毫无用处的马桶和一窗台洗发水

，

没有一样能用得上的东西

。

洁厕灵

？

这

种腐蚀性制剂要想融断锁芯

…… “

熔

断

”？

是不是

15

分钟出不去卫生间就

永远不能出去了

，

我脑海里的恶搞闪

过深深的恶意

。

不过就是上班前上个厕所

，

随手

带上的卫生间门就这么毫无预兆地打

不开了

。

我以每分钟

40

到

50

下的速

率向下转动门把手

，

已经持续这样的

白痴动作

5

分钟了

，

但锁芯没有丝毫

要让步的意思

。

在这个星期一的早晨

，

尽管我因为室友提前把我叫醒

，

向她

表达了婉转但铿锵有力的质问

，

但在

两分钟后

，

我就被锁进了厕所

。

此刻她

并没有站在门外叉腰笑到岔气

，

或者

一带门扬长而去

，

而是给物业打电话

叫来了保安

，

我已经差点没趴在马桶

上痛哭了

。

“

你赶快起床

，

快一点儿

，

里面锁

着个人呢

！”

尽管保安连个螺丝刀都没

有

，

能做的就是帮我打个开锁电话

，

他

这么对着电话一喊

，

我在门里面都忍

不住笑了

。

我脑子里快速闪现最近看

过的美剧场景

，

那些受难者不是被活

埋在玻璃棺材里被虫子啃

，

就是压在

汽车底下在沙漠中等死

，

而我最多只

不过在第一个工作日就因为错过打卡

时间而迟到

。

好吧

，

如果他们就是现在的我

，

会

怎么做

？

我放下从门缝里递进来的水

果刀

，

重新看了一圈卫生间

，

拉开了之

前唯一没看过的洗手台抽屉

，

找到了

更加没用的东西

———

满满一抽屉面

膜

。

我总希望自己能像美剧里的警察

，

高喊

“

LVPD

（

拉斯维加斯警察

）”

一脚

踹开门

，

但是此刻

，

我已经盯着门把手

什么都没做快两分钟了

。

“

你用这个试一下能不能撬开

”

我

低头

，

看见门缝递进来的又一样工

具

———

一把勺子

。

这几乎可以令人骇

笑

，

如果算上之前因为刀柄过大被门

卡住的一把菜刀

，

我手里现在的刀叉

勺子几乎可以开饭了

。

一个头发凌乱

、

一身睡衣的人

，

拿一套刀叉津津有味

地站在厕所里

，

画面实在太美

。

但如果我真是一个独居的老人

呢

？

没有力气呼救

，

站不了多久

，

拿不

到手机

，

甚至没有人递给我那可笑的

刀叉

。

根据专业的研究机构调查显示

，

2006

年我国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

（

包

括独居

）

的比例已达

49.7%

，

大中城市

的老年人空巢家庭

（

包括独居

）

比例更

高

,

达到

56.1%

。

专家预测

，

50

年后

，

我

国老年人家庭的空巢率将达到

90%

。

而这些独居老人缺乏日常的儿女陪伴

照顾

，

大多还忍受着各种慢性病的威

胁折磨

，

这让他们的生活随时随地都

处在高危的环境当中

。

上网一搜就知道独居老人死在家

中无人知晓的案例挺多

。

媒体报道济

南两个月内已经发现

8

起类似事件

。

他们几天几个月甚至六年后被发现死

在家中

，

还握着筷子

，

还躺在床上

，

还

看着电视

，

他们根本用不着像我一样

被锁进厕所

，

就这样孤独终老

。

所以难怪国务院都要出来说一说

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

完全依靠个体家

庭资源已经不能满足老龄化时代汹涌

奔来的养老问题

。

根据社科院发布的

《

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

2015

》，

各个省

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参保人

数继续保持增长

，

但企业部门缴费人

数占参保职工人数的比例不断下降

，

从

2006

年的

89.98%

下降到了

2014

年

的

81.19%

。

按照专家的预测

，

2037

年

之后

，

养老保险基金当年收入将小于

当年支出

，

且收支赤字有逐步增大的

风险

。

这说明

，

别说个体家庭在养老上

心有余而力不足

，

就连国家这台大机

器

，

也在养老上面临着捉襟见肘的实

质性困难

。

在目前世界流行的三种养老方式

中

，

我国的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正在

逐渐暴露其短板

，

而社区养老在我国

尚未进入可行阶段

。

我国养老服务中

，

90%

为居家养老

，

6%

为社区养老

，

4%

为

机构养老

。

全国各大城市养老院的

“

一

床难求

”

已经表明机构养老的困难所

在

，

中国目前每千人只有

25

张床

，

十

三五时期拟规划每千名老人养老床位

达到

35

至

40

张

，

共

700

万

，

而目前床

位缺口有

300

万左右

。

（

作者系资本市场研究人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