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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化司法改革的时

代背景下， 法官专业

化和审判精细化可谓

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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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木求鱼】

董明珠想走 “回头

路” ，也恰恰说明，地

方政府在公共服务的

能力建设上， 还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

传统指标已失灵 一线楼市难言顶

李宇嘉

对于狂飙的一线城市楼市

，

管理

层终于发声了

。

两会上

，

住建部部长陈

政高表示

，

4

个城市正在想方设法稳

定市场

，

具体措施包括

：

一是实行严格

限购政策和差别化的税收

、

信贷政策

；

二是增加土地供应

，

并及时公布信息

，

稳定信心

；

三是增加中小户型供应数

量

，

搞好保障型房屋供应建设

；

四是打

击各种交易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

五

是正确引导舆论

。

笔者认为

，

管理层尽管发出了强烈

的打压信号

，

但从需求侧抑制一线城

市楼市的思路明显过时了

。

问题是

，

防

止楼市大起大落一直是政策的准绳

，

而一线城市楼市在热度上已

“

爆表

”，

管理层缘何没有惯性地以强力政策来

打压呢

？

笔者认为

，

在当前经济增速

“

换档

”

和货币政策大周期宽松的情况

下

，

一线城市房价上涨是谁也挡不住

的事

，

不与经济规律为敌

，

通过供给侧

之

“

柔

”

来克房价暴涨之

“

刚

”，

或许是

未来一线城市楼市政策的主基调

。

目前

，

就一线城市楼市

，

以传统的

空置率

、

房价收入比

、

租售比

、“

刚需

”

购买力

、

适龄购房人群

、

人均住房面积

等

，

作为衡量一线城市楼市健康不健

康

、

有没有泡沫

、

会不会崩盘的基本

面

，

完全是

“

旧瓶装新酒

”。

风物长宜放

眼量

，

楼市分化是社会

、

财富

、

人口分

化的一个缩影

，

财富在人群和区域上

的集中正在进行

。

“

新经济

”

第一次进入政府工作报

告

，

凸显其必须要在

“

阵痛期

”

成长起

来

，

以实现对于旧模式的新陈代谢

，

高

位不胜寒的系统性风险软着陆

。

但转

型很痛苦

，

维持货币环境宽松

，

让旧模

式不至于过快下滑实乃不得已

，

而消

费和投资两端

“

通吃

”

的楼市则是再好

不过的抓手了

。

1969-1973

年的日本

、

1992-1996

年的韩国

、

2001-2006

年的

美国

，

概莫能外

。

由此

，“

去库存

”

选择

了

“

做加法

”，

例如棚户区改造

、

激励改

善型需求

、

农民工购房

。

大环境如此

，

楼市

“

领头羊

”

的一线城市能紧缩吗

？

更为关键的是

，

在经济

“

换档期

”

和

“

阵痛期

”，

新兴产业还没有成长起

来

，

对于过去几十年制造业繁荣期积

累起来的财富来说

，

就意味着

“

资产配

置荒

”。

2014

年以来

，

股市从

“

大牛

”

到

“

震荡下行

”，

证明了

“

新经济

”

不能拔

苗助长

。

吃了教训后

，

回过头来不得不

维持长周期宽松货币环境

，

让旧模式

下滑得慢一些

，

同时在供给侧全力支

持

“

新经济

”，

让新模式成长得快一些

。

同时

，

经济升级换档

，

银行贷款

“

弃制造业

、

从服务业

（

包括按揭贷

款

）”

的大趋势很明显

，

我国银行大型

企业贷款占比由

2010

年的

27%

下滑

到

2013

年的

21.5%

。

未来

，

基于坏账

率低

（

0.29%

）、

资本消耗少

、

国家政策

扶持

（

证券化

），

按揭贷款将处于一个

最快速提升的时期

。

货币长周期宽松

叠加杠杆率全面提升

，

通胀如影随形

，

加上

“

资产配置荒

”，

未来一段时间

，

房

地产的金融属性将会在我国明显显

现

，

一线城市的楼市将成为资产保值

增值的最后

“

安全垫

”。

只要货币宽松的大周期不结束

，

加杠杆全面启动

，

一线城市楼市就难

言

“

顶

”，

这在所有发达经济体都有先

例

。

因此

，

对一线城市楼市

，

传统的基

本面判断指标已经失灵

，

而政府基于

此在需求侧做的任何抑制

，

或仅是一

个影响很快衰竭的短期

“

脉冲

”。

2016

年

1

月

2.5

万亿的信贷投放中

，

近一

半进入了按揭市场

，

房价上涨预期主

导了信贷流向

。

想反

，

需求端的任何抑

制政策

，

或许会强化赶政策

“

末班车

”

的效应

，

加速楼市

“

赶顶

”

过程

，

给投机

炒作的火焰上浇油

。

既然需求抑制挡不住

，

政策只能

定位于缓解房价上涨的负面影响

，“

供

给侧

”

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

比如加强高

房价下的住房保障

，

增加低总价住房

，

保障基本需求

，

如深圳要建

40

万套保

障房

、

向海洋要空间

，

上海重拾

“

90/

70

”

等等

，

这是未来政策的重点

。

（作者供职于深圳房地产研究中心）

董明珠的“回头路”

木木

前几天

，

在参加一档

“

聊天儿

”

类电

视节目的时候

，

就主持人

“

下一个十年

想做些什么事情

”

的问题

，

董明珠大姐

说

，

自己最想办一个最好的小学

，

好让

格力员工的子女

，

都能到这个小学里

读书

，

都能受到最好的学校教育

。

这个想法

，

估计董大姐琢磨也不

是一天两天了

。

她说

，

格力的员工

，

收

入水平虽然要好一些

，

但花在子女教

育上的钱也不少

，

收入的

20%

都用在

课外教育上面了

，

而且花了钱

，

职工还

免不了伤脑筋

、

耗精力

。

也是

，

职工在这方面花的心思多

了

，

甚至心烦得没了情绪

，

想必用在工

作上的心力

，

总归就要打些折扣

。

员工总在这种事上嘀嘀咕咕

，

逼

得董大姐没办法

，

居然就要自己尝试

着

“

办学校

”

了

。

不过

，

这倒符合董大姐

的脾气秉性

———

这事儿你们既然干不

好

，

那就靠边儿站

，

我来

！

在上期专栏里

，

本人介绍过一个

叫宗毅的

“

理想主义者

”，

他最新的理

想

，

是在公司写字楼的楼顶

，

为自己的

员工造一个最棒的幼儿园

：

每天早晨

，

员工们到公司上班

，

都带着孩子一起

来

，

下班

，

再接了孩子一起走

，

员工们

不但省了好多心思

，

更能专心工作

，

而

且

，

那场面

，

看起来

，

多有

“

社群时代

”

其乐融融的味道啊

！

这

“

员工福利

”，

不

定得羡慕死多少

“

前现代主义

”

者了

。

这样的创意

，

想想都让人特激动

；

这样的老板

，

想想都让人特期待

。

单就

能站在员工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一点

，

无论是董大姐还是宗毅

，

就颇得

“

恕

道

”

的精髓

，

无疑

，

都很值得尊敬

。

不

过

，

虽然目前许多国家的许多企业

，

早

就都把

“

员工福利

”

作为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了

，

但具体到中国当下的环境

，

希

望董明珠

、

宗毅们能遍地开花

，

多多少

少都有点儿超现实了

。

骨感的现实又如何呢

？

是许多人

都在为中国的经济前景忧心忡忡

、

担

心中国能否挺过

2016

年

，

是许许多多

大大小小的企业主们整日不停地唠唠

叨叨着

“

人工成本提升太快

”，

是楼财

长都在反反复复强调用工成本上涨太

快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

、

影响了中国

的竞争力

。

在这种情况下

，

希望大家都

争着

、

抢着学习董大姐这个好榜样

，

似

乎就有点儿不合时宜

。

尤其

“

难能可贵

”

的是

，

即使实力

与格力相当

、

甚至远远超过格力的那

些企业

，

估计也没什么人愿意或者就

根本不屑于跟董大姐唱和一番

———

企

业家办学校

、

办幼儿园

？

太不专业

！

没错儿

，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

在

当下的中国

，

这才是沧桑正道

，

任何人

都挑不出一点儿毛病的

，

不是连樊纲

都说了吗

？

没四块电脑显示屏

，

你都没

资格炒股票

。

因此

，

企业家只要把企业办好就

一切

OK

，

觊觎其他的事情

，

多多少少

都有点儿不务正业

，

甚或是哗众取宠

。

企业家怎么能办得好学校呢

？

要办得

好

，

当年也不至于把幼儿园

、

学校

、

医

院什么的

，

辛辛苦苦地从一个又一个

的企业里剥出来

；

即使你认为自己能

办好

，

也得和方方面面协调关系吧

？

否

则

，

将来校长是听你的

，

还是听谁的

？

问题太多了

，

企业家的精力都牵扯到

这里面

，

正事儿还干不干了

？

大约

，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

，

别人

这样拿话噎董大姐

，

董大姐也不太好

回答

。

不过

，

董大姐不是一般人

，

她想

办的事儿

，

最终办成的几率总是很大

。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

看一看这个

“

最好

的小学

”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

办不好

，

没关系

，

我们不过再多了一个教训

；

真

的办好了

，

大约于中国企业的标杆意

义也不可小觑

，

或许

，

将来的年轻人找

工作

，

没准儿就要挑拣着问你有没有

小学校或幼儿园了

。

当然

，

董明珠想走

“

回头路

”，

也恰

恰说明

，

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的能力

建设上

，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

如果地

方政府都能专心把分内的公共服务搞

好

，

想必

，

企业家们也能省了不少心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为专科法官的东莞模式点赞

刘武俊

据

《

南方日报

》

近日报道

，

东莞市

民可挑

“

专科

”

法官调解断案

，

打官司

可以像选医生一样选法官

，

这是东莞

法院在全省率先试点人民法庭改革的

成果之一

。

走进东莞第二人民法院虎

门法庭

，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大型

的公示牌

，

法庭所有法官的姓名

、

年

龄

、

照片

、

从业经历

、

业务方向等信息

，

在公示牌上一目了然

。

法庭好比在乡

村设点的专家门诊

，

法官如同坐堂的

中医

，

市民有什么麻烦事

，

可以像病人

选医生一样

，

直接点名自己

“

信得过

”

的法官来调解或断案

。

司法改革的主旨之一就是要让专

业的法官审理专业的案子

，

打官司完

全可以像选医生一样选法官

。

笔者为

市民可挑

“

专科

”

法官调解断案的东莞

模式点赞

，

这种基层法官专科制彰显

了法官专业化和审判精细化的改革理

念

，

也体现了司法供给侧改革的探索

创新

，

对于提高基层法庭的审判效率

和缓解案多人少的压力

，

都具有事半

功倍的现实意义

。

“

闻道有先后

，

术业有专攻

”，

法官

职业也不例外

。

从一定意义上讲

，

专科

法官制的设想源自源远流长

、

耳熟能

详的专科医生制

。

众所皆知

，

医院都是

分科就诊的

，

看不同的病挂不同科室

的号

，

专科医生接待相应的患者就诊

。

法官和医生这两类职业貌似风马牛不

相及

，

其实二者具有颇多的共同点

。

例

如

，

医生要对症下药

，

法官要对案裁

决

；

医生坐堂问诊

，

法官也是坐堂问

案

；

医生解决的是人的疑难病症

，

而法

官解决的是作为社会肌体疑难病症的

各种纠纷

，

解决案件的疑难杂症

；

医生

诊断病情和法官作出裁决都需要收集

相关证据

，

如医生需收集患者的主诉

、

病史

、

症状

、

体征

、

各种生理指标等

，

综

合诊断开出药方

。

法官则需收集当事

人的诉求

、

证人证言及相关物证等

。

医

生开错药会把人治死

，

法官判错案造

成冤假错案其后果也同样不堪设想

。

专科法官制彰显了法官专业化和

审判精细化的趋势

。

在深化司法改革

的时代背景下

，

法官专业化和审判精

细化可谓大势所趋

。

法官专业化就是

要让专业法官审专业的案件

，

让不同

专业特长的法官在不同的专业领域大

显身手

，

而不是让万金油式的法官

“

和

稀泥

”、“

眉毛胡子一把抓

”。

法官专业

化不仅仅体现在知识产权案件

、

环保

案件审理的专业化

，

诸如成立专门的

知识产权审判庭

、

环保法庭甚至知识

产权法院

，

同时也应该体现在基层一

般民事案件的专业化服务

，

诸如东莞

的专科法官

，

这种专科法官让基层法

庭的司法审判更接地气

。

此外

，

我们这

个时代是一个日益精细化的时代

，

审

判精细化同样大势所趋

。

一般而言

，

目

前高级法院

、

中级法院都有越来越精

细的审判分工

，

法官从专业上归属民

庭

、

刑庭

、

行政庭

、

知识产权庭

，

而广大

基层法庭往往是法官什么案件都办

，

既抑制了基层法官的专业偏好

，

也让

他们不堪重负

。

基层法庭法官专科化

就是要凸显审判精细化的理念

，

尊重

和培养法官自身的专业特长和专业方

向

，

让基层审判实现由粗放式向精细

化的转型升级

。

据了解

，

东莞虎门法庭

将法官的业务分类划分得很细

，

审理

的专业范畴包括买卖合同

、

劳动争议

、

租赁合同

、

民间借贷等

10

多种类型

，

让法官人尽其才

、

人尽其用

。

专科法官制具有为基层法庭减负

增效的现实意义

，

有利于提高审判效

率

、

挖掘审判潜力

，

特别是缓解基层法

庭案多人少的压力

。

基层法院尤其是

基层法庭处于司法审判第一线

，

人少

案多不堪重负

，

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

状态

。

自去年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

,

法

院受理案件数量激增

,

案多人少的矛盾

进一步突出

。

专科法官制让专业法官

审专业的案件

，

让当事人主动挑选自

己满意的法官

，

可以有效调动基层法

官的办案积极性

，

提升办案效率

。

建议最高法院适时推广东莞的专

科法官模式

，

同时通过国家法官学院

、

各高等法学院校加大对基层专科法官

的培养

，

要像培养专科医生一样下大

力气培养专科法官

。

（作者系司法部《中国司法》杂

志总编、研究员）

【环宇杂谈】

既然需求抑制挡不

住， 政策只能定位于

缓解房价上涨的负面

影响，“供给侧” 是一

个很好的思路。

李世民执政，米价最低

王国华

古代的米价

，

是社会政治状况

、

经

济状况

、

治安状况

、

发展前景的风向

标

，

如同今天的股市

、

房市一样

，

时时

牵动着上至皇帝公卿

，

下到胥吏平民

的心

。

过高或过低都会引起恐慌

。

我们

就来打量一下唐朝的米价

。

古代的计量单位中

，

一般的最小

单位为一合

，

十合为一升

，

十升为一

斗

，

十斗为一斛

（

石

）。

升和斗为最常用

的计量单位

，

平头百姓因此被称为

“

升

斗小民

”。

自秦汉开始它们之间都是十

进制

，

南宋末年一斛改为五斗

。

一斛在

今天折合为一百二十斤

，

一斗等于十

二斤

。

但古代计量十分混乱

，

一时一地

皆不同

，

大约就是这么个数

，

上下经常

浮动

，

有时候浮动的幅度还不小

。

再来读读杜甫的诗歌

《

忆昔

》：

“……

忆昔开元全盛日

，

小邑犹藏万家

室

。

稻米流脂粟米白

，

公私仓廪俱丰

实

。

九州道路无豺虎

，

远行不劳吉日

出

。……

百馀年间未灾变

，

叔孙礼乐萧

何律

。

岂闻一绢直万钱

，

有田种谷今流

血

……”

也就说

，

到了杜甫写作这首诗

的时候

，

一匹绢的价值为一万文钱

。

不

排除这种可能

：

为了押韵或者表述顺

畅

，

杜甫进行了简化

，

一匹绢不一定可

丁可卯地卖一万钱

，

但上下应该差不

了多少

。

在这里提绢的价格

，

是为了对照

米价

。

唐时一匹绢的价格大概相当于

一斛米

。

如果一斛值一万钱

，

那么一斗

就是一千钱

。

杜甫的

《

忆昔

》

作于唐代

宗广德二年

（

764

年

），

一千文钱买十

二斤米

，

显然已经超级贵了

。

往回捋一捋

。

在唐朝以前的隋炀

帝大业八年

（

612

年

），

天下大乱

，

河北

一带斗米大概几百钱

，

唐高祖武德元

年

（

618

年

），

战乱甫平

，

民生凋敝

，

洛阳

一带斗米飙至八九千钱

。

这都是特殊

时期的特殊米价

，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

在安史之乱以后

。 《

旧唐书

·

代宗纪

》

中

说

：“

广德二年九月

，

自七月大雨未止

，

京师米斗直一千文

。 ”“

永泰元年三月

，

岁饥

，

米斗千钱

，

诸谷皆贵

。

七月

，

时久

旱

，

京师米斗一千四百

，

他谷亦是

。 ”

其实

，

唐朝米价一度非常贱

。 《

新

唐书

·

魏征传

》

中

：“

于是帝即位四年

（

贞观四年

，

630

年

），

米斗三钱

。 ”

没

错

，

是三钱

。

该书

《

食货志

》

中重复了这

个数字

：“

贞观初

，

绢一匹易米一斗

。

至

四年

，

米斗四五钱

。”《

资治通鉴

·

唐纪

》

中也强调

：“

贞观元年

，

关中饥

，

米斗值

绢一匹

。

二年

，

天下蝗

。

三年

，

大水

。

是

岁

（

四年

）

天下大稔

，

米斗不过三四

钱

。”

贞观四年是个分界线

，

这一年

，

经

过李世民的休养生息政策

，

天下大治

，

再加风调雨顺

，

米价降至最低点

。

不仅

在唐朝

，

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米价最

低的时候

。

从贞观元年的米价千钱到

贞观四年的三五钱

，

不过三四年时间

，

这说明政府只要干正事

，

总是能干成

的

。

有句话叫做

“

谷贱伤农

”，

贞观年间

米价如此低

，

百姓怎么看

？

类似的资料

比较少

，

但从各类野史笔记中

，

零星可

见

，

朝野基本对此都持正面态度

。

米价

低

，

证明生产力高

，

亩产高

，

丰收了

，

天

下不愁吃的

。

即使农民没有因此增收

，

但对整个社会来说

，

生活成本更低

，

生

存更容易了

，

终究是件好事

。

温饱问题

历来是中国最难解决的问题

，

对比之

下

，“

饱

”

比

“

温

”

更重要

。

如果穿不暖

，

将就一下还能活下来

，

如果没饭吃

，

几

天就挺不住了

。

贞观之后

，

武则天前后统治多年

，

朝廷内部争权夺利

，

政治混乱

，

百姓生

活水平下降

。

后来李隆基上台

，

肃清对

手

，

整理内政

，

社会经济逐渐发展

。 《

旧

唐书

·

玄宗纪

》

云

：“

开元十三年

，

时累年

丰稔

，

东都米斗十钱

，

青齐米斗五钱

。 ”

东都指洛阳

，

青州齐州在今天山东境

内

。

这几个地方具有指标意义

，

可证米

价低是普遍现象

。

一直到开元二十八

年

，“

频岁丰稔

，

京师米斛不满二百

。”

折

合下来

，

一斗不到二十钱

。

当时没有什

么通胀率

，

货币

（

金银铜钱等

）

超发不

多

，

如此低的米价

，

都可佐证当时是难

得的治世

，

可惜

，

好景总是不长

。

（作者系深圳作家）

【经济钩沉】

古代的米价， 是社会

政治状况、经济状况、

治安状况、 发展前景

的风向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