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畅论国事】

青年导师李开复们在

追求自己理想的路

上， 会自觉不自觉地

给社会和公众挖坑。

【潜河流韵】

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它

可以引导资源的流

向。有了制度的扶持，

实际上也就有了资源

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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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零元售房”，我国三四线楼市会步后尘吗？

李宇嘉

2009

年金融危机后

，

美国底特律

的房子

“

一元售卖

”。

当时有报道

，

国内

有人去美国

“

抄底

”。

后来发现

，

这是个

玫瑰陷阱

，“

一元房

”

背后是个巨大的

债务黑洞

，

比如几千美元的修缮费用

，

老业主欠下的数千元房产税等着偿

还

，

街区四处的小偷正窥视你

（

犯罪率

攀升了

200%

）。

近期

，

日本爆出

“

零元

售房

”，

与底特律产业衰败和人口外流

导致

“

一元房

”

比

，

地少人多

、

高山密集

的日本出现

“

零元房

”，

与老龄化

、

大城

市化和年轻人对待房子的

“

佛系态度

”

有关

。

日本的大城市化

、

都市圈化

，

在全

球最显著

，

集中在关西和关东的日本

三大都市圈

（

东京

、

大阪

、

名古屋

），

占

了全国人口的

70%

和

GDP

的

70%

。

特

别是日本大东京圈

，

面积比北京市还

小一点

，

集中了近

29%

的日本人口

，

生

产了

30%

以上的

GDP

。

日本广大的其

他地区

（

九州岛

、

东北地区和北海道

等

），

人口越来越稀疏

，

房屋空置率也

越来越高

。

近年来

，

日本房屋高空置率

就备受国际关注

，

日本

Fujitsu

研究所

报告显示

，

2013

年日本有

820

万个空

置房

，

空置率达

13.5%

。

按照现有的趋

势发展

，

到

2033

年

，

考虑新拆除住宅

后

，

日本住房空置率将达到

22.8%

。

这

意味着每

100

套房子中

，

就有

20

多套

空着

，

租也租不出去

。

90

年代初的地产危机

、

股市崩

盘

，

以及随后

20

多年的经济衰退

、

房

价和股价阴跌

，

30

岁左右的年轻人亲

眼目睹

。

再加上

，

现在育儿及养老压

力

、

工作压力都很大

，

结婚

、

生子和购

房

，

年轻人的这三大欲望开始衰减

。

相

应地

，

日本也不会出现类似中国的

“

二

胎热

”、

返乡置业热

。

于是

，

随着人口由

乡入城

、

从小城市到大城市

，

空置房屋

从乡镇蔓延到小城市

。

据预测

，

2053

年日本人口将跌破

1

亿

、

老龄化率为

40%

，

2060

年人口降至

8800

万

，

如若

此

，

空置率有增无减

。

国内热衷于研究日本的楼市问

题

，

一则两国深受儒家思想熏陶

，

国民

努力上进

，

二则日本经历了一轮完整

的由盛转衰的地产周期

。

目前

，

中国楼

市泡沫引发的系统性风险预期甚嚣尘

上

，

同时也正在经历老龄化

、

大城市

化

。

2015-2017

年

，

我国

600

多个三四

五线城市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楼市繁

荣

，

房价都上台阶

，

单价万元以下的城

市很少了

。

兴业证券研究显示

，

2016-

2017

年

，

按揭贷款的

50%

、

消费贷款

的

60%

流向了三四五线城市

，

而支撑

楼市的人口和产业却不为看好

。

目前

，

我国大城市化如火如荼

，

点

状增长正在成为经济新引擎

。

无论从

人口流向

、

或政策导向

，

大城市已成为

新增长极

。

目前

，

我国

13

个城市人口

超

1000

万

，

各省还在在举全力建设

“

强省会城市

”，

预计未来将有

30

个千

万级的城市

；

同时

，

人口千万的城市

，

就业吸纳力强的第三产业或现代服务

业占主导

，

年轻人恋土情节淡

，

更钟爱

大城市

。

近年来

，

乡镇空心化

、

三四线

城市人口外流已显现

。

那么

，

这些城市

是不是也要经历类似日本的高空置率

和甩卖呢

？

我国与日本最大差别

，

就是发展

极不平衡

，

特别是城乡差距

。

近年来

，

国家铺设了一张大网

（

道路

、

互联网

、

电信

），

城乡互联互通

，

开阔眼界的村

组和乡镇村民

，

已是三四线城市人口

的新生力量

，

进城买房是农村结婚

“

新

三大件

”。

未来

，

农村还将转移

2

亿人

口

，

相当于日本人口的

170%

，

很大一部

分会就近到三四线城市

，

包括陪读

、

就

业

、

养老

，

楼市也将呈现软着陆走势

。

就空心化的村组和乡镇

，

国家已启动

村村合并

、

复兴生态

、

观光农业等美丽

乡村行动

，

不会出现土地私有制下

，

任

由房屋衰败而无法纠偏的现象

。

未来

，

三四线楼市可能会大面积空置

，

这无

不妥

，

空间结构本该随人口流动而调

整

，

只要人居和环境协调即可

，

就像淘

汰的产业一样

。

（作者系资深地产研究人士）

专家发声请不要伤害大众心智

高国垒

李开复近日公开演讲时对听众

说

：

买汽车是你最失败的投资

。

这一言

论引发热议

。

这个世界上有谁把购买自用汽车

当做投资了

？

谁曾想过自己买的汽车

开过几年以后再卖出去

，

还能有年化

百分之几的回报

？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

如果有人把购买某种消费品说成投资

来跟你套近乎

，

你十有八九会想这是

传销

。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

李开复博士

没做传销

。

那么为什么像李开复这样

爱惜羽毛的投资大咖会在大庭广众之

下偷换概念

、

混淆视听

，

把购买自用汽

车的消费行为说成投资

？

因为青年导

师李开复们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路上

，

会自觉不自觉地给社会和公众挖坑

。

为了推广自己重点投资的人工智

能

、

共享汽车之类

，

李开复博士寻找各

种角度为之站台

、

吆喝

，

这本无可厚

非

。

或许他的本意也仅止于此

，

但他

为此是不遗余力的

，

一不留神就跨过

了基本底线

，

践踏常识

，

愚弄听众

，

把

家庭购置汽车这一消费行为说成投

资了

。

李想迅速站出来怼了李开复

：

没

必要通过贬低一个大群体的选择来抢

占话题热点

。

而他之所以极力反驳李

开复

，

恐怕是因为李想目前所做的

“

车

和家

”

主要是造车卖车

，

李开复的言论

触动了李想的蛋糕

。

但遗憾的是

，

没有看到哪个大咖

站出来

，

为李开复践踏常识

、

混淆视

听

、

把家庭购车说成投资而发声

。

其实如果我们留意的话

，

可能会

发现类似的戏码时常在上演

。

作为一

直很重视自己形象

、

爱惜自己羽毛的

青年导师

，

李开复博士尚且会偶尔爆

出这样的

“

金句

”，

其他在追求名利之

路上狂奔的大咖就更不用说了

。

所以

笔者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

，

苛求其一

字一句的表达

，

而是在想这样一个问

题

：

人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路上

，

会自觉

不自觉的给社会和他人带来伤害

，

有

的是物质上的

，

有的是心智上的

。

咖越

大

，

可能破坏性越强

。

曾几何时

，

贾跃亭对自己理想的

描绘和追逐也曾令亿万人心动

。

包括

另一位青年导师俞敏洪在乐视崩盘后

依然表示

，

他数次在现场听过贾跃亭

演讲

，

确实挺感动的

。

但俞老师人生经

验丰富

，

止步于内心的感动

，

有些人则

真金白银的投资进去

，

最终贾跃亭的

理想成了不少人的梦魇

。

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宜拿贾跃亭与

李开复相比

，

但是能够为了自己的事

业和理想

，

而把购买自用汽车说成投

资的李开复

，

与贾氏却显得有几分异

曲同工

。

作为一个尚在风险投资之路上摸

索的

“

无名之辈

”，

笔者斗胆拿李开复

博士说事

，

既因有感于类似问题的普

遍性

，

也是一种自警

，

避免

“

最终成为

自己讨厌的人

”。

风险

/

股权投资行业里

，

许多人没

能

“

成为自己讨厌的人

”，

而最终成功地

“

成为自己讨厌的人

”

的也不乏其人

。

写财经评论是笔者的业余爱好

。

虽是爱好

，

在社会上也是一个行当

。

笼统地说

，

以专业姿态发声

、

影响公

众认知的行当里

，

也大量存在为了自

己的名利而践踏常识

、

伤害大众心智

的现象

。

多年来一直有专家在预测股市的

顶部

、

底部和股指的点数

，

尽管证监会

主席曾公开批评过预测股指点数的行

为

，

但这类预测仍然没有销声匿迹

，

有

的还精确到个位数

。

这类猜测式的缺乏

逻辑基础的

“

精准预测

”，

一旦预测

（

猜

测

）

不准

，

专家就不再提此事

；

一旦说中

了

，

就成了可以反复宣传的得意之作

。

预测指数是误人的神通

。

另有些

专家

，

玩的是无用的大实话

。

比如近期

某金牌分析师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

示

：

过度超跌的市场一定值得投资

。

专

访文章即以这一金句做标题

。

看似很

有哲理的金句其实是无用的大实话

。

为了把这句话彻底夯实

，

该金牌分析

师不惜口出病句

，“

超跌

”

之上再加

“

过

度

”。

具体时点的具体个股

，

什么股价

算

“

超跌

”？

什么股价算

“

过度超跌

”？

许

多人本已感慨

，

听过许多道理却依然

过不好这一生

。

奈何我们的专家依然

在不遗余力地输出无用的道理

。

“

财经毒舌

”

叶檀前两年开始创

业

，

做财经领域知识付费

，

以

“

聪明人

在一起说人话

”

为口号

。

笔者初始时感

觉

“

说人话

”

的提法有点

low

，

但从上

述种种专家公知之怪现状中

，

深深感

到

，“

人话

”

或许真是我们迫切而广泛

需要的

。

（作者系章和投资管理合伙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环宇杂谈】

我国与日本最大差

别， 就是发展极不平

衡，特别是城乡差距。

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制度性安排来推动

储著胜

中共中央国务院

《

关于建立更加

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

》

近日发布

，

它绘就了今后一段时期区

域协调发展的路线图

：

到

2035

年建立

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区域协调

发展新机制

，

显著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由来已

久

，

其中原因有很多方面

，

如自然环境

差异

、

历史文化差异

、

制度差异以及交

通条件差异等

。

这些差异都在不同程度

上影响着不同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

。

区域发展不平衡与我国社会发展

目标是不相符的

，

我们的目标是共同

富裕

。

当一部分地区已先富起来后

，

如

何驱动其它地区也跟着富起来

，

就成

了一项重大现实性课题

。

区域的平衡

发展不能依靠阻止或延缓先进地区的

发展来实现

，

而只能依靠促进落后地

区加快发展来实现

。

就落后地区而言

，

要想加快其发

展

，

就必须从其形成原因着手

。

这些原

因有些是人们无法随便改变的

，

如自

然环境

、

历史文化等

，

我们只能顺应而

不能轻易去挑战

。

过去

，

我们做了不少

“

人定胜天

”

的事情

，

短期内可能会取

得一些成果

，

但从长期来看

，

最后常常

遭到大自然的惩罚

。

当然

，

人们在自然

环境面前也并非无所作为

。

正确的方

式应该是

，

一方面不断改善环境

，

另一

方面根据环境的特点来确定合适的发

展路径与战略

。

影响区域发展的另外一些因素则

是可变的

，

如交通条件

、

制度安排等

。

这才是需要我们不断调整和发力的地

方

。

我们现在有不少区域性发展战略

，

如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

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

、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等

，

都是

为了推动某一区域的发展而制定的

，

都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

。

制度的重要

性在于它可以引导资源的流向

。

有了

制度的扶持

，

实际上也就有了资源的

扶持

。

这里所说的制度是一个广义的

概念

，

它包括所有政府主导的战略

、

规

定

、

体制与机制等

。

中共中央国务院最

新提出的

“

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

发展新机制

”

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的制

度性安排

。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速度

非常快

，

目前从总的体量上来看

，

已经

名列世界第二

。

但是从国内具体布局

来看

，

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却非常

突出

。

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不同行

业

、

不同部门之间

，

也表现在不同区域

之间

。

随着先进地区发展速度越来越

快

，

这种不平衡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

正是在这种背景形势下

，

近年来中央

政府才先后出台多种举措来尽力阻止

或减缓这一趋势

。

其中一项战略就是

精准扶贫

。

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

靠简

单的帮扶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的

。

要彻底解决问题

，

只能依靠政策的

指引

，

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

使其从

产业上进行变革或升级

。

比如

，

多山的

贵州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

。

政府

数据显示

，

贵州

3500

万人中有

400

多

万人每天生活费不足

1.9

美元

。

2015

年

，

中央宣布将贵州建成发展大数据

的

“

国家级试验区

”。

受此带动

，

仅仅几

年贵州大数据公司就增长到

8500

多

家

，

是

2013

年刚起步时的

8

倍多

。

中

央之所以做此决定

，

是因为贵州有很

好的理由充当

“

大机房

”：

这里的地价

比沿海便宜

；

得益于当地的水力发电

，

加上地处从西向东输送电力的干线之

上

，

电力成本也更低

；

此外

，

贵州的气

候也比南部沿海城市温和

，

更易于让

服务器保持在较低的温度

。

可见

，

扶持

政策必须密切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才

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其效果来

。

《

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

发展新机制的意见

》

对如何实现区域

协调发展做了很多具体而明确的规

定

，

同时它还设定了

2035

年这一时间

表

。

希望各方拿出勇气胆识

、

智慧与韬

略

，

积极行动起来

，

早日让美好蓝图变

成现实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办法总比困难多

木木

车行路上路难走

，

在许多地方

，

几

乎成了常态

，

这既有车多的原因

，

也有

管理手段落后的原因

，

当然

，

还有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违规驾驶的人太多

。

比如吧

，

路前方的半空中高悬了

专抓违章的摄像头

，

绝大多数正舒心

畅肺违规行驶的车辆

，

一般都会本能

地抢着变成

“

规矩人

”：

走在错误车道

上的

，

立刻往

“

正道

”

上挤

；

超速行驶

的

，

赶紧一脚刹车踩下去

……

这也可

以理解

，

被摄像头

“

盯一眼

”，

实在是罚

钱事小

、

扣分事大

。

躲摄像头

，

还是有讲究的

。

那种逮

个缝

、

灯也不打就往别人车道里硬挤

，

或者一脚就把车恨不得

“

踩死

”

的

，

一

般都是

“

粗人

”，

因为总顾着自己合适

，

不管他人死活

，

所以特别招人恨

。

当然

也有

“

形粗实细

”

的

，

或艺高人胆大

，

早

就估好了

“

量

”，

瞬息间就把一切搞定

；

或心思缜密

，

吃定对方得让着自己

，

而

有恃无恐

。

还有一种就比较

“

狡猾

”，

远

远看见摄像头

，

先把车速降下来

，

然后

打了灯

，

规规矩矩往前蹭着找机会

，

逮

着机会迅速

“

入轨

”，

绝不影响后车

，

有

格外绅士的

，

还会从车窗里挑出一根

大拇指给后车

，

以示感谢呢

。

这种

“

钻空子

”

行为

，

确实给监管

者出了难题

。

不管吧

，

一是说不过去

，

怕惹来尸位素餐的帽子

，

二是怕引起

“

破窗效应

”，

交通被搞得一团糟

。

管

吧

，

似乎还真是没啥好办法

。

多加一些

摄像头

、

搞成

“

天网式

”

无缝监控

？

成本

实在有点儿高

，

而且城市形象也不好

。

把摄像头藏在暗处偷拍

？

偷偷摸摸的

，

太不光明正大

，

有损监管者形象

。

不增

加摄像头

，

只加大处罚力度

，

逮住就罚

他个

“

倾家荡产

”？

好像也不太合适

。

看似无解

，

但俗话说得好

，“

办法

总比困难多

”，

只要肯琢磨

，

天大的困

难也有克服的办法

，

不肯琢磨

，

再小的

困难也能难死人

。

如果把整个交通系统看成一个

“

市场

”，

整天开车在路上跑的司机

，

无

疑就是这个

“

市场

”

的参与主体

。

既然

拥有了主体地位

，

那么

，

维护

“

市场

”

的

稳定

、

健康运转

，

就是每一个主体天然

的责任

。

违章者危害了

“

市场

”

的稳定

和健康

，

主体当然就有责任对违章者

进行

“

监管

”。

这种

“

主体监管

”，

在现有技术手

段上

，

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

几乎每车必

备的行车记录仪

，

完全能做到

“

主体监

管

”

无死角

；

而且

，

随着技术的进步

，

行

车记录仪甚至还能自动上传违章记

录

，

根本用不着

“

主体

”

费事

。

在监管逻

辑上

，

也没问题

。

为了自己的利益

、

绝

大多数守法者的利益

、

整个

“

市场

”

的

利益

，

对违规者出手阻止

，

这种带有

“

自治

”

色彩的行为

，

无论从哪个角度

讲

，

都能理直气壮

。

虽然从哪个角度讲都没问题

，

但

不可否认

，

这种

“

主体监管

”

天生就有

“

软骨病

”，

要想使之尽快硬起来

，

除了

要大张旗鼓地正名

、

推动外

，

当然还要

辅之以足够的利益激励

，

比如

，

完全可

以把违规者的

200

元罚款

，

直接打到

行使了监管权的主体的账户里

。

一罚

一奖

，

各得其所

，

规则简明

，

成本可控

，

治病救人

，

目的良善

；

现有的监管成本

肯定会大幅降低

，

整个

“

市场

”

的秩序

，

也能随之迅速改善

。

类似的办法

，

只要想

，

总能想出不

少吧

；

类似的办法

，

这个

“

市场

”

能用

，

别的市场没准儿也好使

。

这个信心一

定要有

，

毕竟

，

人就是这样想出一个又

一个办法

，

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而走

到今天的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缘木求鱼】

人就是想出一个又一

个办法，战胜一个又

一个困难而走到今

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