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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3-5 年 看 ， 人

民币汇率总体将呈

现稳定升值态势，

属于较为强势的国

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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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还能跌多少？

熊园

7

月

6

日

，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

报

6.6857

，

创下自

2010

年

11

月以来

新低

，

当日离岸和在岸人民币即期汇

率盘中则一度跌破

6.7

；

同日

，

中国外

汇交易中心一则

“

自

2016

年

8

月

15

日起

，

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境外金融机

构在境外与其客户开展远期卖汇业务

应交纳外汇风险准备金

”

的有关通知

，

似乎传递出了人民币将继续跌跌不休

的

“

气息

”。

近期人民币缘何大跌

？

未来

人民币又会怎么走

？

年年岁岁花相似

，

岁岁年年人不

同

。

过去大半年来人民币经历了三次

较大幅度的贬值

，

除了这次

，

一次是

2015

年

8

月

11

日调整人民币中间价

报价机制

，

接连三天共下调了

2848

个

基点

；

另一次是去年

12

月初自今年年

初

，

受美联储启动近

10

年来首次加息

的影响

，

月内贬值了近

3%

。

笔者以为

，

与前两次有所不同

，

近期人民币汇率

陷入贬值困境

，

主要是受外部因素所

致

，

属于被动性的

、

策略性的贬值

。

被动性贬值体现为

：

自

6

月

24

日

英国公投脱欧以来的两周时间内

，

英

镑贬值约

13%

，

欧元贬值约

3%

，

日元

和美元作为避险品种分别升值约

6%

和

3%

，

美元指数时隔三个月重新站上

了

96

关口上方

。

基于主要货币的汇率

走势

，

按照

“

收盘价

+

一篮子货币汇率

变化

”

中间价报价机制

，

人民币约

2%

的贬值幅度可谓虽

“

被动挨打

”，

但顺

理成章

。

策略性贬值体现为

：

自去年下半

年以来

，

人民币汇率一直存在的阶段

性贬值压力

，

需要货币当局相机抉择

、

渐次释放

。

一方面

，

美元持续走强导致

人民币承压

，

人民币汇率的市场贬值

预期并未全部出清

。

2014

年

7

月起美

元升值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主旋律

，

但与欧元

、

日元

、

英镑等货币相比

，

人

民币贬值幅度相对较小

；

国际清算银

行统计也显示

，

近几年来人民币名义

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在

主要货币一直处于前列

。

另一方面

，

中

美两国经济增长和中美两国货币政策

的双重不同步是导致人民币呈现走贬

态势的要因

。

美国经济逐渐企稳

，

货币

政策已经步入加息周期

，

而中国经济

增速开始放缓

，“

L

型

”

趋势仍将维持

较长时间

，

短期内看不到货币政策宽

松基调转向的迹象

。

风物长宜放眼量

。

虽然短期看人

民币贬值压力仍存

，

人民币兑美元预

计年内将贬至

6.8-6.9

，

甚至冲破

7

的

关口

。

但从中长期看

，

人民币并不会发

生断崖式贬值

，

人民币升值的动力仍

在

；

美元主导地位依旧难以动摇

，

人民

币将强势崛起

，

未来国际货币格局将

是美元与人民币共舞

。

中期

(

未来

1-2

年

)

看

，

人民币汇

率总体将呈双向波动

、

小幅升值

，

人民

币兑美元汇率将在

6.5

左右波动

。

首

先

，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

制将渐趋完善

，

基于

“

收盘汇率

＋

一篮

子货币

”

的定价机制将日臻成熟

；

其

次

，

人民币汇率彻底实现了不再紧盯

美元

，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将成为

全球重要的汇率指数

，

能够保持基本

稳定

；

再次

，

人民币双向波动成为了常

态

，

基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金融产品

日益丰富

，

更能有效缓释汇率波动风

险

，

避免集中释放的冲击

；

最后

，

人民

币汇率整体走势将贬中有升

，

预期将

在

6.5

左右波动

。

长期

（

未来

3-5

年

）

看

，

人民币汇

率总体将呈现稳定升值态势

，

属于较

为强势的国际货币

。

其一

，

中国经济正

处于降速提质的进程中

，

预期经过两

至三年的增速探底后将实现稳步提

升

；

其二

，

人民币成为

SDR

篮子货币

的效果将逐步显现

，

人民币国际使用

广度和深度将极大拓展

，

人民币汇率

具备了厚实的长期支撑

；

其三

，

随着英

国脱欧事件持续发酵

，

全球化进程或

将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

未来不确定

性增大

，

英镑和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将受到较大冲击

，

中长期利好人民币

。

(作者系盘古智库研究员）

神经和精神的淬火

木木

今年春节期间

，

去山东访友

，

路过

泰安

，

就带着孩子去爬泰山

。

其实说

“

爬

”

已不准确

，

除了最后登上山顶确

是爬了几步

“

石敢当

”

之外

，

其他的山

路就是一路

“

坐

”

上去

———

先是坐汽

车

、

后是坐缆车

，

真是一点儿也不累

。

山顶还有座孔子庙

，

对春秋战国

历史兴趣正浓的女儿

，

就高兴地跑进

去

“

参拜

”。

庙里可是真有家长带了孩

子在参拜夫子的

，

陆陆续续的

，

手中都

擎了香

，

端端正正

、

认认真真地跪到夫

子的塑像下

，

很虔诚地拜下去

、

拜下

去

。

看学生的长相

，

大约都是初三

、

高

三的样子

，

显然

，

都是跑来祈求夫子保

佑中考

、

高考一路顺风的

。

女儿没怎么见过这样的阵仗

，

便

在一旁很小声地问我

，“

这么拜一拜夫

子

，

真的管用吗

？ ”

这问题就让我真的

很难回答

，

是啊

，

管用吗

？

如果理性一些

，

大约不难得出

“

不

管用

”

的答案

。

谁都知道

，

孔夫子

“

不语

乱力怪神

”，

对神啊

、

鬼啊的

，

从来都敬

而远之

，

而把自己的生命都用到了活

人身上

。

当然

，

在夫子那个年代

，

对这

类问题特别好奇的人可不少

，

有实在

忍不住跑来询问的

，

夫子就总是很语

重心长地规劝

，“

未知生

，

焉知死

”，

“

未能事人

，

焉能事鬼

”。

这样劝一劝

，

大约就让不少人淡了这方面的兴趣

，

而把注意力放到一些更有意义的事

情上去

。

但让人理性起来

，

大约是一件特

别困难的事情

，

几千年来一直如此

。

于这些虔诚的参拜者而言

，

想必是个

个抱定了

“

管用

”

的信心

，

否则也不会

如此辛苦地顶了寒风跑到山顶儿来

磕头

。

虽然这样的行为于心理学家看

来

，

多多少少能发挥一些作用

，

而且

其发挥作用的路径还很有一些所谓

的科学道理

，

但这些虔诚者

，

大约永

远也不会把

“

成功

”

归功于神经和精

神的

“

自我强化

”，

而总要把功劳记到

夫子身上

，

即使将来

“

考砸

”

了

，

也没

夫子什么事儿

，

一定是自己不够虔诚

的缘故

。

夫子地下有知

，

估计也只有

苦笑的份儿

。

出了孔子庙

，

不远处就是碧霞祠

。

碧霞祠的南神门外是金藏库

，

俗称火

池

，

是专供香客们焚烧纸香的地方

，

火

池后面有照壁

，

上面大书

“

万代瞻仰

”。

大约是正赶上

“

十五

”

的原因

，

烧香的

人特别多

，

刚刚在孔子庙里磕过头的

学生

，

许多就被家长顺路领到这里再

烧把香

。

山顶风大

，

再加上香客们的热

情

，

人助火势

，

火借人威

，

火池里的香

火就烧得呼呼作响

，

从两边侧窗窜出

火苗飞得老高

，

一股黑烟升腾而起

，

理

直气壮地直冲凌霄宝殿而去

。

这阵势

，

把小女看得有点儿傻眼

。

为了免于其

天真的心灵遭到烟熏火燎

，

我就拽了

她仓皇逃下山去

。

这么多年来

，

中国人似乎是越来

越有兴趣寻个偶像来拜了

，

拜得实在

起劲儿了

，

神经和精神似乎就都得到

了特别的强化

，

乃至自己也就越来越

相信因此有了特别的底气

，

能够昂首

挺胸地四处行走了

。

中国人何以能够达到如此境界

？

不能不说舍得从

“

娃娃抓起

”

是一个重

要原因

。

家长们习惯了带着孩子们东

拜西拜

，

孩子们长大了

，

膝盖要想硬起

来

，

就难

。

安徽那个著名的毛坦厂中

学

，

于此也很讲究

，

不但学校边儿上有

“

神树

”

供家长烧香

、

磕头

，

每年学校送

考生高考的车队

，

车牌号也都讲究得

很

，

一定要有

“

一路顺风

”、“

马到成功

”

的美好寓意

。

被如此一路祝福下来的

学生

，

将来就有很大的可能成为拜伏

于偶像脚下的信徒

。

凡夫俗子如此

，

在

北京金融街高档写字楼里讨生活的

“

白领

”、“

金领

”

们也不能小觑

，

否则

，

那两个名叫

“

熊大

”、“

熊二

”

的偶像

，

也

不至于有那么大的威力了

。

有喜欢拜偶像的

，

就一定有喜欢

扮偶像让人来拜的

。

世事从来如此

！

给

那些习惯了磕头之人的神经和精神淬

淬火

，

使之变得坚强一点儿

，

那些总喜

欢装神弄鬼吓唬人的

，

最终就一定少

了市场

、

没了威风

。

没了这些东西作

祟

，

凡夫俗子们心里清清静静的

，

就一

定看得进风景

，

看得清远方

，

天地之

美

，

也才有心情欣赏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缘木求鱼】

有喜欢拜偶像的，就

一定有喜欢扮偶像

让人来拜的。

清朝的商标

王国华

客观地说

，

商标基本是海外舶来

品

，

一直到清朝末年

，

国内都还没商标

的概念

。

当时商部在给光绪皇帝的奏

折中就明确表示

：

商人在贸易中各有

自定牌号以为标记

，

使购物者一见即

知是某家商人的货物

。

东西各国都很

重视商标保护

，

使之与制造之专利相

辅而行

。

但中国开埠数十年

，

商人牌号

皆无保护章程

。

此商牌号

，

常被彼商冒

用

，

而真货牌号

，

也常有假货掺杂

，“

流

弊甚多

”

,

因此

，

有必要参照东西各国

成例

，

制定一部商标法

。

1904

年

（

光绪三十年

），

大清国颁

布了

《

商标注册试办章程

》。

这部由时

任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

主持起草的法规

，

是我国商标管理立

法上的

Number one

，

为此后的商标

管理奠定了一定基础

。

这部法规对商标进行了定义

，

即

“

以特别显著之图形

、

文字

、

记号或三

者具备或制成一二是为商标之要领

”，

并特别说明

，

无论华洋商人

，

均应照此

办理

。

规定中多次提到中国商人和外

国商人发生矛盾该怎么办

，

商标如已

在国外注册该怎么办

，

等等

，

说明其初

衷更关心外国商标或者外国人的商标

使用

，

也间接说明该法有一定的殖民

倾向

。

当时在国内设立了三个注册处

：

一处是设在北京农工商部的注册局

，

专办注册事务

；

另外两个分别设在天

津和上海的海关

。

天津和上海都是通

商大埠

，

商标业务量大事多

，

在这里设

立分局

，

有利于挂号者就近呈请

。

商标的申请和批准流程貌似比较

简单

。

注册局收到呈纸后

，

查明没有不

合法之处

，

存留六个月

，

期间如无他人

呈请与此有所抵触者

，

即可将此项商

标注册

。

如果有同种商品及类似商标

呈请注册者

，

就按先来后到的原则办

理

。

更有意思的是

，

如果有同种商品及

类似商标同日同时呈请

，

注册局会均

准注册

。

像其他法规一样

，

这个章程中规

定了若干不准注册的条目

，

其中包括

：

一是伤风败俗和欺瞒世人的

。

二是国

家专用印信字样

，

如玉玺

、

各衙门关防

的钤印以及根据国旗军旗勋章之类摹

绘而成的

。

三是他人已经注册且距呈

请前二年已在中国公然使用的商标

。

这个规定有点绕

。

按理说

，

别人注册

了

，

你就不能使用了

，

为什么还加上前

面这些限制条件呢

？

也许是为了公平

起见

，

担心有些人只注册商标

，

却不真

正使用吧

？

这跟今天有点不一样

。

对于盗用别人商标的

，

也有明确的

处罚规定

，

即

，

一年之内的监禁或者三

百两以下罚款

。

但前提是受害人控告方

可论罪

。

没人追究

，

政府可以不管

。

在清朝

，

商标的使用并非一劳永

逸

，

而是以二十年为限

，

二十年后需要

续签

。

不知为何有此规定

，

也许是可以

借此敛财

？

当时商标注册收费很高

。

可

试举几例

。

举例之前

，

我们需了解一种

虚拟钱币

，

即

“

关平银

”。

清朝时期

，

中

国海关征收进出口税时

，

并无全国统

一的标准

，

各地实际流通的金银成色

、

重量

、

名称互不一致

，

折算困难

。

为了

统一标准

，

遂以对外贸易习惯使用的

“

司马平

”

(

“

平

”

即砝码

)

，

取其一两作

为关平两的标准单位

。

关平银每

100

两在上海相当于

110

两

4

钱

，

在天津

等于

105

两

5

钱

5

分

，

在汉口约等于

108

两

7

钱

5

分

。

简而言之

，

关平银是

一种比流通货币更贵的货币

。

而商标

章程中规定

，

呈请挂号就需要缴纳关

平银五两

，

注册发给印照每件收费关

平银三十两

，

期满重新注册每件关平

银二十五两

。

即使抄录注册商标的文

件也要二两关平银

（

过百字者每百字

还要加银五钱

），

到注册局或者分局查

阅相关资料需要一两关平银

，

遗失后

申请补发印照要交关平银十两

，

即使

注销也要三十两

，

把商标当作遗产留

给后人

，

更换证照姓名

，

也需要五两银

子

……

真可谓是雁过拔毛

。

商标注册

局的工作人员远远看到商人进来

，

或

许心里就开始嘀咕

，

钱袋子来了

，

钱袋

子来了

。

好在

，

还没到二十年的续签期

，

大

清国就完蛋了

，

他们的收钱计划也落

空了

。

（作者系深圳杂文家）

【经济钩沉】

在清朝，商标的使用

并非一劳永逸，而是

以二十年为限，二十

年后需要续签。

治理城市洪涝亟待专门立法

刘武俊

近日武汉遭遇十多年未有的外洪

内涝

，

武汉已经重启

“

看海

”

模式

。

网民

立马想起

3

年前的新闻了

：

武汉投资

130

亿告别

“

看海

”，

一天下

15

个东湖

也不怕

、

3

年后不再

“

看海

”。

而面对

3

年后的今天的

“

看海

”

场景

，

广大网民

愤怒地质疑

130

亿巨额资金打了水

漂

。

针对武汉投巨资建排水系统

，

但武

汉依然

“

看海

”

的问题

，

武汉市水务局

排水处相关负责人以地势低

、

气候糟

、

排水系统标准偏低为由作出了解释

。

尽管武汉市水务局的三点理由不

无道理

，

但投资

130

亿巨资建的排水

系统依然严重失灵

，

显然暴露出城市

建设历史欠账多

、

城市地下管廊建设

滞后等问题

。

因此

，

必须将防治城市内

涝纳入法治轨道

，

将城市排水系统用

法律管起来

。

相对于其他领域的依法治理进

程

，

我国依法治水的进程比较缓慢

，

且

口号喊得响而落实效果不尽如人意

。

上世纪

80

年代才诞生了第一部水法

，

防洪法

1998

年才颁布实施

。

相关水利

法律法规原则性太强

，

可操作性弱

。

至

于防治城市内涝问题更是无法可依

，

“

城市型水灾害

”

尚未引起有关部门的

重视

，

更遑论城市水灾的立法

。

1990

年施行的城市规划法

，

只在第

15

条

、

第

25

条简单规定

：“

编制城市规划应

当符合城市防洪

、

防泥石流等要求

”、

“

城市新区开发应当具备水资源

、

防灾

等建设条件

”。

2002

年修订的水法

，

只

在第

65

条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

“

建

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

、

构筑物

……

由

县级以上水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

，

恢复原状

；

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的罚款

”

等

，

该规定仅适用于河道

范围的城区

。

2009

年修订的防洪法

，

仅在第

10

条规定城市防洪规划要纳

入城市总体规划

，

但基本将城市防洪

排除防洪之外

，

只关注横向的河流湖

泊

，

未关注纵向的暴雨灾害

。

1994

年

实施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

没有明确

规定房地产领域的治水

。

早在

19

世纪中期

，

不少西方国家

就为排水系统建设立法规定高标准

，

我国青岛老城区的排水系统就是早年

德国人规划建设

，

经受住了无数次大

暴雨考验

。

为治理城市内涝问题

，

美国

不少州都立法规定新城区的建设强制

实行

“

就地滞洪蓄水

”，

并在程序上规

定了详细的应对灾害预案

、

详尽的工

作分工和问责措施

。

美国

1968

年颁布

《

国家洪水保险法

》，

创立全美洪水保

险制度

。

美国城市和国家环境保护部

门正在对

《

下水道系统条例

》

进行法律

协议

。

该条例作为

《

清洁水法

》

的一部

分

，

目标锁定超过

20

年

，

将有效调节

城市下水道系统

，

为将来推进全国城

市供水基础设施模式转变奠定了基

础

。

日本也相当重视依法治理城市水

问题

，

1900

年就颁布了专门的

《

下水

道法

》，

规定全面铺设生活污水排水

管

。

1958

年

，

颁布沿用至今的新

《

下水

道法

》，

严格规定各下水道的排水能力

和各项技术指标

。

因先前规定下水道

是一并处理生活污水和雨水

，

2003

年

又修改法律

，

规定建设专门排雨水的

下水道

，

大的成为人工地下河

，

直径达

10

米

，

并且

，

大阪将地下河修到地下

27

米深

，

东京是深达

60

米

，

与地面的

排雨水的明渠结合

，

近年来日本虽遇

到不少超过设计的降雨

，

但再没发生

严重的内涝灾害

。

他山之石

，

可以攻玉

。

我们的城市

为何就不能为下水道立一部法呢

？

这

些年来

，

依法治水的口号喊得不可谓

不响亮

，

贴得标语也不可谓不多

，

但是

喊再多的口号贴再多的标语

，

还是不

如扎扎实实地加快治水的立法工作

，

从为下水道立一部法开始

，

让依法治

水真正从口号落实到接地气的制度

。

（作者系《中国司法》杂志总编）

【说法不武】

喊再多的口号贴再多

的标语， 还是不如扎

扎实实地加快治水的

立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