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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何不使用人民币？

杨帆

昨日接到深圳一个朋友的微

信

，

言许多中国人去土耳其买包

。

佩服

！

反应这么快

，

难怪中国要崛

起

，

微观活力太强啦

！

单凭中国人

旅游

，

就可稳定土耳其经济

。

我在

5

年前去土耳其旅游

，

就

发现其旅游经济潜力很大

。

旅游业

是土耳其支柱产业

，

每年外来旅游

者

600

万人

，

除欧洲人外主要是日

本人

，

中国游客不多

。

温家宝总理

访问土耳其以后

，

中国人赴土耳其

旅游开始升温

，

2017

年去土耳其旅

游的中国人达到

25

万人

。

今年

4

月份

，

土耳其文化和旅

游部部长努曼

·

库尔图尔穆什一行

来到北京

，

出席

“

2018

土耳其旅游

年

”

开幕式

，

他说

，

希望今年去土耳

其旅游的中国人能翻一倍

，

增加到

40-50

万

，

在不久的将来希望能够

达到

100

万

。

假定在土耳其旅游的中国游

客达到

100

万人

，

以每个中国游客

支出

1

万美元计算

，

可为土耳其带

来

100

亿美元

GDP

。

再考虑到旅游

乘数为

7

（

即

1

元旅游费用支出

，

可

拉动当地经济

7

元

），

则中国游客对

土耳其

GDP

的贡献更为可观

。

难

怪努曼

·

库尔图尔穆什不遗余力地

到中国来

“

拉客

”。

2017

年中国人出境旅游人数

达

1.3

亿

，

花费

1150

亿美元

，

加上海

外留学花费

，

估计共有

2000

亿美元

，

这些刚性的境外支出

，

对中国外汇储

备和人民币汇率形成一定压力

。

在这种情况下

，

可考虑推行人民

币国际化

。

争取在土耳其允许人民币计价和

流通

。

土耳其本来就有三种货币自由流

通

：

里拉

、

美元和欧元

。

一种商品三种标

价

，

每天随汇率调整

，

用钱方便了

，

看标

价费劲了

。

这也是

“

市场调节

”

的一种方

式

：

经济关系是数量和价格的关系

。

西

方经济学片面强调价格调节

，

是错误

的

。

如果价格丧失了调节能力

，

也可以

通过数量变化来维持

“

均衡

”。

去土耳其的中国人如以旅游带购

物

，

带投资

，

土耳其政府应允许本国人

接受人民币

，

再用人民币向中国购买

商品

。

中国向土耳其投资旅游设施

，

一

带一路项目

，

带动中国产能输出

，

也可

使用人民币

。

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

，

是实体经

济国际化

。

如果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

的进出口

，

旅游和投资规模大了

，

人民

币币值又相对稳定

，

就有国家愿意用

人民币作为价值标准

，

流通手段

，

储藏

手段

。

特朗普抽回美元

，

向全世界转移

矛盾

，

像土耳其这样经济崩溃的国家

可能还会出现

。

美元紧缺

，

正好给人民

币让出空间

，

只是需要经济合作和外

交谈判而已

。

租房市场：好政策与坏政策

黄小鹏

在媒体高度关注北京等城市局部地

区房租异常上涨之后

，

北京市住建委等

部门约谈了多家住房租赁企业负责人

，

明确提出了

“

三不得

”、“

三严查

”。

与此同

时

，

对房租上涨原因以及如何应对的争

论仍在热烈进行中

。

一种观点认为

，

北京的房租上涨主

要是供应缩减与需求旺盛共同作用的结

果

。

毫无疑问

，

房租上涨是多种力量共同

作用的结果

，

货币泛滥顽固的滞后效应

、

各种以提升城市环境为名减少供应的行

为

、

需求的季节性增加

，

都可能是涨价的

原因

，

但某些区域异常的上涨幅度与长

租公寓异常操作之间的关系

，

也是无法

否认的

。

但是

，

我们不能因此就妖魔化资

本

，

情绪化的讨伐可能刺激出更糟糕的

应对政策

。

一切必须理性

。

也有人以租售比过低为由论证房租

上涨的合理性

，

这说不通

。

在静态环境

下

，

房价主要是由租金决定的

，

在动态环

境下

，

房价主要由预期租金决定

。

当然

，

这都是基于理性的假设

，

当市场不理性

时房价与租金之间就失去了联系

。

过去

十余年间

，

愿意以极低的租金回报率买

房的人

，

显然不是因为预期未来租金能

涨到让回报率升到合理水平

，

而主要是

预期供求关系将推动房价继续上涨

。

这与股价和企业盈利之间关系是一

回事

。

当一个人以高市盈率买入股票

，

他

自然非常期望企业盈利能增长

，

以使

其手中股票价格变得合理

，

但总不能

通过作假账来让企业盈利上升吧

？

同

理

，

房租上涨能让高房价变得合理

，

前

提是房租上涨是基于真实的市场因

素

，

而非异常的人为因素和垄断因素

。

企业利润是否掺水了

，

租金是否因人

为因素异常了

，

需要分析账本和租金

本身才能得出结论

，

焉能用高股价和

高房价来证明

？

完全竞争博弈出的价格比存在

垄断力量博弈出的价格

，

更加公正

、

合理

。

为什么市场结构如此重要呢

？

看看铁矿石和高铁谈判完全相反的

结果就知道

。

十几年前

，

中外铁矿石

谈判中

，

十几家甚至几十家中国钢企

面对三家矿石巨头

，

屡屡被迫接受极

为不利的价格

。

每次谈判前中国钢企

都结成同盟

，

然而没几个回合

，

就有

人

“

背叛

”

了

，

偷偷向三巨头妥协

。

而

高铁技术引进谈判中

，

面对庞巴迪

、

川崎重工

、

阿尔斯通和西门子

4

家供

应商

，

铁道部以庞大市场为诱饵各个

击破

，

让

4

家企业屈服

，

达到了以低

价获取关键技术并使用中国品牌的

极优惠谈判结果

。

两次谈判一个吃大

亏

，

一个赚大便宜

，

并非钢铁谈判代

表水平低

，

铁道部谈判代表水平高

，

关键因素是市场结构

：

铁矿石谈判是

外资巨头对分散中企

，

高铁谈判是唯

一买家对

4

家竞争者

。

有人认为

，

相对庞大的市场

，

每家长

租公寓份额都很小

，

根本不可能形成垄

断力量

，

这是对市场的肤浅理解

。

租房市

场具有市场分割和合同黏性两大特点

。

因为受工作半径

、

家庭关系等因素制约

，

租房者往往只能选择某个区域

，

在一个

细小区域内一家或几家大的

“

二房东

”

可

以形成对散租需求者的绝对优势

。

同时

，

由于租约的长期性以及高转换成本

，

所

有潜在供需双方不可能时时全部进行配

对

，

在某个时点或某个时段

，

只有极少一

部分增量供给和需求进行配对

，

这使得

租房市场极为稀薄

。

在一个稀薄的区域

市场

，

掌握几百

、

几千套甚至更多房源的

二房东完全可以对成百上千个分散需求

者形成不对称的优势

，

让通过控制供给

、

制造紧张和散布恐慌让需求者就范成为

可能

。

在特定区域内即便有两三家甚至

更多家数的二房东

，

相互之间也容易达

成默契

，

将价格定于完全竞争之上

。

因此

，

完全竞争的散租模式向存在垄

断因素的

“

二房东

”

主导模式转变

，

对市场

结构的改变是根本性的

，

也是相当危险

的

。

这种模式的危害不在今天

，

而在未来

，

在于不对称格局形成后

，

垄断行为的长期

性

。

哄抢房源可能只是短期现象

，

眼下的

蝇头小利之所以让资本兴致勃勃

，

是因为

它们放眼长远

，

如果某天散租市场大幅萎

缩甚至消失

，

二房东成为人们最习惯的交

易对象之后

，

它甚至有可能形成双边垄断

之势

，

即对一手房东压价

。

对于目前出现的问题

，

一些人首先

想到的是

“

管一管

”，

甚至有人呼吁进行

价格指导或干脆限价

，

这种想法是相当

有害的

。

正确的做法不是限制资本的具

体行为

，

而是要将维护市场的高竞争性

作为最高原则

，

政策体系应服务于这个

最高原则

。

切不可不做研究

，

东施效颦式

地模仿别国

，

把好端端的市场给弄成了

“

二房东

”

主导模式

。

在现有环境下

，

监管主要是应对公

众舆论和上级压力的本能反应

，

头痛医

头

、

脚痛医脚甚至头痛医脚是其基本特

点

。

包括垄断法在内的现行法律没有规

范

“

二房东

”

行为的能力

，

监管必定是无

章可循

，

充满随意性

，

再说监管者与被监

管者本来就是行业管理者与业内企业的

关系

，

监管俘获也很难避免

，

以监管来解

决问题最后肯定会演化成猫鼠游戏

，

一

地鸡毛

。

价格管制就更加愚蠢

。

价格管制发

端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欧美国家

，

这种

用微观控制的方法解决货币过量发行后

果的实践极其失败

，

租金管制早已成为

教科书级错误

，

我们切不可再重复

。

什么是租房市场的坏政策

，

什么是

好政策

，

至此不难得出粗略的结论

。

坏政

策包括以各种名目缩减供应

、

鼓励

“

二房

东

”

和

“

超级二房东

”

以破坏市场的高竞

争性

、

管制租金

、

干预合约

，

以及各种打

着关爱名义的充满随意性的监管

。

好政

策的组合则十分简单

：

增加供应

、

维护和

促进市场的自由竞争状态

、

维护交易双

方的定价自由和合约自由

。

总而言之

，

租房市场的问题很大程

度上是宏观问题

，

切不盲目使用微观管

制来解决

，

更不可以解决问题的名义破

坏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

。

太阳底下没有

新鲜事

，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国家通货膨

胀之下各种错误的应对方式

，

早已被总

结成了教训写进了教科书

，

就看愿不愿

意汲取了

。

浮躁是中国科技产业的致命伤

蔡恩泽

8

月

16

日

，

自称

“

打破美国垄断

，

中

国首个自主创新智能浏览器内核

”

的红

芯浏览器

，

被网友发现

“

只是谷歌浏览器

换了一层皮

”———

红芯浏览器安装包解

压 后

，

赫 然 出 现 一 个 版 本 号 为

49.1.2623.213

的

Chrome

文件

。

“

洋相

”

被戳穿后

，

红芯立马进行危

机攻关

，

公司发布道歉信

，

承认

“

存在一

定程度的夸大

，

给公众带来了误导

”。

在特朗普挥舞贸易霸凌主义棍棒的

情势下

，

国人如芒在背

，

决心发愤图强

，

研发拥有本国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

，

不再像中兴公司那样受制于人

。

但爱国

情怀代替不了科技研发的客观规律

。

中

国至今没有自主研发的浏览器内核

，

原

因是多方面的

。

首先

，

我国浏览器研发起步晚

，

错过

HTML4

制定标准的时代

，

很多标准在

20

年前就已经定下来了

，

而浏览器又是

一个特别需要国际社会遵守公开开放标

准的一个产品

，

想入局

，

就得基于已有

的技术和标准去做事情

，

恰如通讯行

业的

2G/3G

标准

，

这是既定事实造成

的第一个门槛

。

其次

，

成本太高

。

以

Chrome

为

例

，

一个浏览器代码接近

2400

万行

，

工作量极其浩繁

，

谷歌最高峰时曾调

动超过千名硅谷程序员集中力量开发

其内核

，

从

2008

年算起

，

迄今已花了

10

年时间

。

按程序员年薪

25

万美元

计算

，

一年的研发工资接近

3

亿美元

，

10

年就是

30

亿美元的研发成本

，

再

加上推广成本耗资上百亿

。

而国内目

前尚没有同等实力的公司

，

只能望其

项背

。

此外

，

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新

。

眼下

Chromium

和

Firefox

本就是一

个开源项目

，

产品由社区驱动

，

从授权

协议上

，

它们也鼓励基于已有的技术

去做技术创新

，

而不是重复发明轮子

。

国人瞩目的芯片领域也是如此

。

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很大

，

非一日之功

就能突然赶上

。

华为在这方面就很明智

。

华为认识到

，

与美国的差距

，

估计未来

20-30

年

，

甚至

50-60

年还不能消除

。

但

是

，

华为决心将差距缩小到

“

能活下来

”。

以前这是最低纲领

，

现在则成了最高纲

领

。

任正非提醒业界同行

，

芯片急是急不

来的

，

不光是工艺

、

装备

、

耗材问题

。

要踏

踏实实

，

才不能泡沫式地追赶

。

浮躁是一个全球化通病

，

在当今中

国社会中也比较突出

，

中国企业更浮躁

。

由于浮躁

，

企业的

“

池塘

”

越来越宽

，

却又

越来越浅

。

说中国企业的

“

池塘

”

越来越宽

，

一

方面是指企业拼抢市场地盘的劲头十

足

，

销售渠道做得很宽

，

从一二级市场一

直做到三级市场

；

另一方面是指企业倾

向多元化

，

一旦有了一点市场进展

，

或者

一种产业做成功了

，

就觉得自己长了三

头六臂

，

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

要把触角伸

向市场各个领域

，

搞多元化竞争

。

说中国企业的

“

池塘

”

越来越浅

，

是

指企业的创新能力下降

，

核心竞争力越

来越弱

，

没有多大的底气

，

只是靠价格战

笼络人心

，

招揽客户

，

支撑门面

。

企业没

有战略定位

，

急功近利

，

走一步看一步

，

或者左右摇摆

，

哪样赚钱就做哪样

，

跟风

跑

，

没有长久机制

，

所以企业大而不强

。

回过头来再看红芯公司

，

它像一个

精致的机会主义者

，

刻意规避实质并偷

换概念

：

明明是利用了开源代码

，

却未在

产品中注明来源

，

这与开源原则相悖

；

虽

然也做了些产品定制化特性改进

，

但与

打破垄断

、

自主创新之说相去甚远

，

把自

主研发与二次开发混为一谈

。

事实明摆

着

，

红芯打着

“

自主创新

”

的旗号

，

在拨弄

狡诈的商业算盘

，

在挑逗公众认知的底

线

，

拉大旗作虎皮赚吆喝

。

须知

，

科研的本质特征是创造性

，

是

用科学的方法去发现新的规律

、

发明新

的具有社会价值的成果

，

是极其艰巨的

劳动

，

是长期投入和坚守

，

具有神圣的的

原创性操守

。

一步一个脚印

，

甘愿坐冷板

凳

、

苦守初心

，

实现量到质到技术积累

。

中国科技产业任重道远

，

一路走好

！

赵乃育

/

漫画

扔掉拐杖的希腊

还有很多坎儿要跨

张锐

国际社会对于希腊的最后一

轮债务救助计划于

8

月

21

日按下

终止键

，

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因此

象征性地画下句号

，

同时希腊也可

以结束国内的财政紧缩政策

，

并重

返国际金融市场进行发债融资

，

一

个昔日被神话点缀的国度也许由

此展露出重生的曙光

。

按照

《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

的

规定

，

欧元区成员国必须符合两

个关键标准

，

即预算赤字不能超

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3％

、

负债率低

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60％

。

然而

，

刚

刚加入欧元区的希腊因未达标而

担心自己被踢了出去

，

便求助于

高盛通过设计

“

货币掉期交易

”

方

式掩饰了一笔高达

10

亿欧元的

公共债务

，

希腊财政赤字于是有

了占比仅为

1.5％

的漂亮颜值

；

左

手作假的同时

，

希腊右手伸向了

国际金融市场

，

凭借欧元区良好

的信用与极低的利率大规模对外

借款融资

，

以此舒缓国内公共福

利开支的压力

。

然而

，

潘多拉魔盒

传递给时任希腊总理潘德里欧就

到了不得不打开的时候

。

按照潘

德里欧自爆

“

家丑

”

的说法

，

至

2009

年

10

月希腊财政赤字和公

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分别

达到了

12.7%

和

113%

，

远超欧

盟规定的上限

。

市场很快做出反

应

，

希腊国债发行惨遭流拍

，

对外

国际融资通道被无情关闭

，

债务

危机正式拉开序幕

。

公开资料显示

，

危机引爆的

当年

，

希腊债务的绝对额达到了

2800

亿欧元

，

而其国民生产总值

只有

2400

亿欧元

，

希腊国家实际

已经破产

，

而在失去完全自救能

力的情况下

，

希腊也不得不将求

援之手伸向了欧盟与国际社会

。

从首期提供总量为

1100

亿欧元

的三年期贷款

，

到随后开展规模

为

850

亿欧元的第二轮援助

，

紧

接着推出

860

亿欧元的

3

年分期

贷款方案

，

三轮国际救助行动下

来

，

希腊一共获得了

2800

多亿欧

元的资金驰援

，

这些资金有的来

自

IMF

的紧急审批

，

有的出自欧

洲中央银行的快速通道

，

有的由

欧盟成员国共同资助

，

有的由私

人债权人自愿供给

。

作为受援方

，

希腊也承受了

巨大的煎熬

。

为获得外部信贷支

持

，

希腊政府不得不接受来自债

权人近乎苛刻的协议

，

包括严格

控制预算

、

大幅削减福利

、

减少公

共开支以及增加税收等等

，

而所

有的这一切又必然导致希腊国民

工资减少

、

福利萎缩以及税负飙

涨

，

为此

，

债务救助期间希腊出现

三次政权更迭

，

经济危机与政治

危机互相纠缠

。

由于大幅度财政

紧缩引发了希腊民众的不满

，

导

致希腊举行

“

脱欧

”

公投

，

让欧元

区这个

“

大家庭

”

一度显现各奔东

西的险象

。

幸运的是

，

长达九年接续不

断地供暖输血终于让希腊的债务

冰山开始融化

。

统计结果表明

，

去

年希腊债务占比为

178.6%

，

同比

下降约

2

个百分点

，

今年将继续

沉降到

172.5%

；

不仅如此

，

希腊

财政已经进入连续三年盈余的轨

道

，

而且经济增长势头还将继续

强化这种趋势

。

资料显示

，

去年希

腊

GDP

增长

1.8%,

今年上半年希

腊又成为欧元区经济增长最快的

成员国之一

，

经济景气指数创出

4

年新高

。

按照经合组织的预计

，

今

明两年希腊经济将分别增长

2%

和

2.3%

。

对此

，

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将

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

“

B-

”

上调至

“

B

”，

展望

“

正面

”；

标准普尔公司也

将希腊评级从

“

B-

”

调升至

“

B+

”，

展望为

“

稳定

”。

然而

，

希腊债务危机虽然画

上了句号

，

但庞大的债务存量却又

是希腊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

，

甚

至处理不好可能会再次将希腊带入

危机

。

目前来看

，

希腊政府账户上依

然堆放着高达

3200

亿欧元的债务

包袱

，

而按照

2%

的经济增速

，

今年

希腊

GDP

只有

1850

亿元

，

也就是

说即使希腊人不吃不喝

，

也难以偿

清全部债务

，

并且希腊所背负的大

多是短期债务

，

还款压力非常巨大

。

而且对于希腊而言

，

要在偿清债务

的负重之下实现经济增长或者说必

须在保证经济有效增长的前提下实

现债务出清

，

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件

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

当然

，

在经济增

长并不能覆盖债务存量的前提下

，

希腊也可以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

式逐渐削减债务规模

。

为此

，

8

月下

旬希腊在

10

年后首次进入国际金

融市场发行的

10

年期公债能否受

到投资人的认可就非常关键

。

抛开令人心焦的债务不说

，

仅

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就足以成为希

腊执政者手中的一个

“

烫手山芋

”。

作为世界上实行社会福利制度最早

的国家之一

,

希腊的福利种类不仅多

而齐全

，

而且还是一个典型的高福

利国家

，

比如全民享受公费医疗

、

小

学至大学全部免费

、

妇女从怀孕

5

个月至孩子三岁止享受多项补助

、

公务员一年有

14

个月收入且在

40

岁以后便可以每年领取

14

个月的

养老金等等

，

可以说正是这种高福

利支出成为了压垮希腊财政的一根

沉重

“

稻草

”。

如今希腊在救助之后

重获新生

，

相应的福利制度改革也

提上议事日程

，

然而

，

希腊国内的两

大党派历来都是以维系现有福利制

度安排来规避自己政治生命风险

的

，

而且希腊的工会组织特别强大

，

历史上多次福利制度改革都因工会

的抵制而夭折

。

因此

，

摆脱债务危机

之后希腊政府能否在重启福利制度

改革的同时不激起民怨同时保持政

权的稳定

，

无疑需要执政者释放出

足够强大的平衡艺术和沟通能力

。

除了掣肘的福利制度需要大刀

阔斧的改革外

，

按照经合组织出具

的最新研究报告

，

走出危机之后的

希腊还面临公共部门贪腐

、

老龄化

以及偷税漏税等许多重大问题的挑

战

。

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

份研究报告

，

希腊公共部门的贿赂

、

献金和其他公职腐败致使希腊政府

每年损失

200

多亿欧元

，

相当于希

腊

GDP

的

8%

。

同样

，

据希腊企业联

合会的估算

，

希腊全国每年偷逃税

款高达

300

亿欧元

，

相当于

GDP

的

10%

，

其中不向政府纳税

、

不为职工

办理任何保险

、

无法纳入政府正常

经济统计系统的

“

影子经济

”，

占希

腊国内生产总值的

1/4

至

1/3

。

另

外

，

由于人口的老龄化

，

希腊社会福

利的资金至少有

90%

被用在发放退

休或退养金方面

。

看得出

，

任何一个

历史偏差的纠正与现实症结的祛

除

，

都形成了对希腊政府改革魄力

与创新能力的非凡考验

。

还要强调的是

，

扔掉拐杖的希

腊接着必须艰难开启经济结构的调

整之门

。

在欧元区阵营

，

希腊应当是

属于经济欠发达国家

，

而且经济基

础比较薄弱

，

特别是工业制造业较

落后

，

希腊因此主要以海运

、

旅游和

侨汇等三大产业作为自己获取外汇

收入的支柱产业

，

而且三大产业占

GDP

之比超过了

85%

，

而工业和农

业占比分别只有

12%

和

3%

。

然而

，

看一看希腊的三大支柱产业

，

哪一

个不是依靠外需或者上天与他国的

恩赐

，

只要与己相关的任何经济体

出现经济的萧条或者波折

，

希腊都

不可独善其身

。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

失去独立产业与实体经济的支撑

，

将希望押注在金融市场之上

，

最终

必然难逃债务倾轧之苦以及经济空

心之痛

。

因此

，

对于新希腊而言

，

必

须在战略配置上构造出内生功能与

韧性更为强大的经济元素

。

城市房租又上涨，租房群体很受伤。

或怪监管不给力，或怨资本黑心狼。

楼市调控受拷问，按葫浮瓢愁断肠。

住有所居是愿景，增加供给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