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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走出

金融对房地产过度依赖误区

李凤文

近日

，

央行召开

2019

年下半年

工作电视会议

，

明确下半年八项工

作任务

，

其中在第三项坚决打好防

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方面提

出

，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

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

，

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

机制

，

按照

“

因城施策

”

的基本原则

，

持续加强房地产市场资金管控

。

这

是落实中央精神

，

是房地产调控措

施在金融方面的进一步细化

。

当前

，

金融机构对房地产的过

度依赖尚未有效改变

，

房地产融资

占全社会融资的比重持续上升

。

从

金融机构贷款的角度看

，

2014

年

，

全国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全

部贷款余额的比例为

21.27%

，

2015

年为

22.36%

，

2018

年为

28.39%

，

到

2019

年

6

月末上升到

28.71%

，

不

到

5

年时间占比上涨了

6.44

个百

分点

。

今年上半年

，

房地产贷款同比

增长

17.1%

，

比全部贷款增速高

4.1

个百分点

，

而上半年新增贷款中

，

房

地产贷款占比高达

33.2%

。

由此可

见

，

房地产行业占用的信贷资源越

来越多

。

金融资源大量流向房地产行

业

，

与金融机构的导向和风险偏好

有很大的关系

。

近年来

，

外部环境不

理想

，

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时期

，

经济

增长趋缓

，

企业经营风险不断加大

。

银行为了确保贷款安全

，

更倾向于

要求借款人提供足额的抵押担保

。

另外

，

我国房价近几年不断走高

，

给

人们带来还会继续上涨的预期

，

大

多数银行都认为房产是最安全

、

风

险最低

、

最有保障的资产

，

因而导致

大量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房地

产

，

银行对房地产行业过多的投放

也就不足为奇了

。

房地产市场占用大量的信贷资

源

，

无论是对银行稳健经营

，

还是经济

社会稳定发展都非常不利

。

一方面

，

会

加大银行经营风险

。

银行信贷资金过

度集中于房地产行业

，

也增加了集中

度风险

，

一旦房价出现大幅度下降

，

就

会给银行带来打击

，

极易引发金融风

险

。

在房价虚高及

“

只涨不跌

”

的预期

中

，

滋生投机行为

，

妨碍制造业的技术

创新

，

同时也让一些居民背上沉重包

袱

，

成为近年来居民消费持续低迷的

主要拖累因素

。

既然如此

，

金融业就要尽快走出

对房地产过度依赖的误区

，

坚决落实

中央

“

房住不炒

”

定位要求

，

持续加强

房地产市场资金管控

。

要保持房贷政

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确保房价不出

现大起大落

。

要严禁消费贷款违规用

于购房

，

加强对银行理财

、

委托贷款

等渠道流入房地产的资金管理

。

对

于金融机构管理不到位

，

导致资金

违规流向房地产问题

，

监管部门要加

大处罚和问责力度

，

保证监管政策落

实到位

。

与此同时

，

应根据不同的区域

、

不

同的购房主体

，

实施差异化的房贷政

策

，

可采取总量控制

、

条件限制

、

利率

调整

、

首付比例高低等手段

，

来进行有

针对性的信贷调控

，

既保证不误伤刚

需

，

又抑制投资投机

，

同时要引导市场

预期

，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

通过严格的信贷政策调控

，

防止资金

流向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

，

防止资金

“

脱实向虚

”，

影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

投入

。

此外

，

金融机构还要加大产品创

新力度

，

为小微

、

科创等实体企业量身

定制符合其发展特点的金融产品

，

降

低对抵押物品尤其是对房地产抵押的

过度依赖

，

以满足实体经济信贷需求

，

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

。

（作者单位：河北省承德银保监

分局）

人民币“破 7” 不是洪水猛兽

谭浩俊

昨日

，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就

人民币汇率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

该负责人表示

，

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

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

响

，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贬值

，

突破

了

7

元

，

但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继续

保持稳定和强势

，

这是市场供求和国

际汇市波动的反映

。

正如这名负责人所言

，“

7

”

不是年

龄

，

过去就回不来了

，

也不是堤坝

，

一

旦被冲破大水就会一泻千里

;

“

7

”

更像

水库的水位

，

丰水期的时候高一些

，

到

了枯水期的时候又会降下来

，

有涨有

落

，

都是正常的

。

事实也是

，

围绕人民币汇率会

不会

“

破

7

”

的问题

，

近两年来

，

很多

人把

“

7

”

当成了衡量人民币汇率的

“

生命线

”

一样

，

似乎突破了

“

7

”，

人

民币就要出问题一般

。

实际上

，

根本

没有这么可怕

。

人民币汇率

“

破

7

”，

并不是洪水

猛兽

，

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怎么做

，

如

何才能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

。

众所周知

，

人民币汇率曾经长期处

于

“

8

”

以上

，

经过多轮汇率改革

，

才

逐步到达

“

7

”

以内

。

而随着金融危机

后期美元持续升值

，

人民币汇率又

出现了一些变化

，

开始朝着

“

7

”

逐步

靠近

，

并于

5

日突破了

“

7

”。

很显然

，

人民币汇率

“

破

7

”，

是

受到外部因素的较大影响

、

特别是贸

易保护的结果

，

并不是国内经济出现

了问题

。

也就是说

，

外部因素的影响

，

只能给人民币汇率带来一些波动

，

而

不可能形成趋势性影响

。

会不会形成趋

势性影响

，

关键在中国自己

，

在中国如

何坚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和方向

，

坚持走

高质量发展之路

，

坚持经济结构调整与

转型

。

特别是改革

，

必须进一步深化

，

开

放

，

必须进一步拓宽

。

只要坚定不移地

走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之路

，

人民币

“

破

7

”

就会变成一个小问题

。

而从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

际情况来看

，

虽然外部经济环境极其

复杂

，

不确定性因素很多

。

特别是贸易

保护和单边主义

，

让整个世界经济很

受伤

，

从而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

国经济发展

，

影响着中国经济效益

。

但

是

，

中国经济没有因此而出现明显恶

化

，

相反

，

却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和刚

性

，

表现出很强的活力和张力

。

经济新

动能不断显现

、

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

显成效

、

产业结构越来越合理

、

消费需

求不断改善并诞生许多新的需求

、

社

会资本的投资热情逐步恢复和激发

、

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发力

，

等等

，

上半年

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

6%

以上

，

名列全

球前列

。

毫无疑问

，

经济的持续稳定

、

健康

，

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条

件

、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同时

，“

一带一

路

”

倡议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

与支持

，

参与

“

一带一路

”

的国家越来越

多

，“

一带一路

”

不仅成为了中国联系国

际的重要纽带

，

也成为了世界各国加强

联系与合作的重要平台

。

有这样比较稳固的经济做基础

，

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建立良好的

经济合作关系

，

人民币汇率

“

破

7

”，

应

当就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

而不是战略层

面的问题

。

在战略层面

，

人民币汇率还

是比较稳固的

，

特别是一篮子货币

，

继

续保持稳定和强势

。

更重要的

，

在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

下

，

虽然美元是国际货币

，

仍然具有很

强的国际话语权

，

但也不是衡量一个国

家货币变化的唯一标准

、

唯一依据

、

唯

一条件

。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

，

既

可以认为是美元在国际上影响力的象

征

，

也可以认为是美元与人民币在某一

阶段技术层面的变化

，

只要技术层面的

问题解决了

，

人民币汇率又会回到正常

状态

。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

贸易保护和单

边主义死灰复燃

，

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也在加大

，

因此

，

无论是企业还是居

民

，

都要确立风险意识

，

不要轻率地进

行汇率风险投资

。

尤其是企业

，

更要把

注意力放到实体经济领域

。

实践证明

，

只要重视实体经济

，

不管世界经济如

何风云变幻

，

都能从容应对

。

反之

，

就

有可能面临比较大的风险

。

其中

，

地方

政府一定要确立正确的发展观

，

要真

正重视实体经济

，

真正把政策

、

资源等

更多地向实体经济倾斜

。

这也进一步告诉我们

，

当今世界

并不是一个太平的世界

，

必须学会应

对世界经济形势变化

，

学会应对各种

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风险

。

对汇率变动

来说

，

要在战略上保持定力

，

不要因为

“

破

7

”

就惊慌失措

，

而是从容应对

。

在

战术上则要引起高度重视

，

采取积极

措施

，

有效避免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挑

战

，

帮助企业和居民克服汇率变动加

大带来的风险

，

真正做到战略上藐视

、

战术上重视

，

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

（作者单位：江苏省镇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强扭的瓜不甜

木木

偌大的北京城里

，

正经的西餐厅也

不少

，

名气比较大的

，

展览馆边儿上

、

1954

年就开业的莫斯科餐厅应该算

一个

。

虽然菜品就那样

，

服务也还说得过

去

，

但

“

老莫

”

的就餐环境却绝对是独一

无二

，

除了餐桌

、

餐椅

、

餐具之类的都挺

讲究之外

，

最让人喜欢之处

，

就是整个餐

厅特别敞亮

、

华丽

，

屋顶极高

。

因为本身

就是展览馆建筑群的一部分

，

高高的穹

顶

，

应该也是俄式风格

，

在这种环境下用

餐

，

就多多少少有点儿

“

国宴

”

的感觉

。

就餐环境讲究

，

食客当然也就比较

讲究

，

除了衣着

、

举止比较讲究外

，

关键

是说话也比较讲究

，

没人高声大嗓地嚷

嚷

，

无论是召唤服务员

，

还是相互之间交

流

，

都轻言细语

，

格外礼貌

。

这倒证明

，

在

公共场合

，

中国人也是能小声说话的

。

方

方面面都讲究

，

整体的就餐氛围于是就

文雅起来

，

身处其间

，

人们的心情当然就

比较放松

、

舒服

。

与

“

老莫

”

们不同

，

在北京吃饭

，

当然

也有热闹的地方

，“

路边摊儿

”、“

大排

档

”

就不说了

，

更有名的

，

当属打着

“

老

北京

”

旗号的那些饭馆

。

虽然老板和伙计可能没几个真正

的老北京人

，

但这类饭馆还是在形式

上继承了

“

老北京

”

的气质

。

食客一进

一出

，

周围的伙计

，

别管正干着什么

，

马上异口同声扯着嗓子

“

喊号子

”，

无

非是

“

来啦

”、“

慢走

”

之类的客气话

儿

，

但因了音量大

、

气势足

，

食客听

了

，

便格外振奋

。

伙计热情

，

食客也就

不拿自己当外人

，

无论是相互之间交

谈

，

还是给伙计提要求

，

也都使劲嚷

嚷

———

不嚷嚷也不行

。

当然还有更讲

究的餐馆

，

把戏台搭在大厅里

，

锣鼓

点儿一响

，

演员一亮相

，

感觉房顶都

一跳一跳的

。

在这种地方吃饭

，

图的

就是个热闹和痛快

。

两种地方吃饭

，

各有各的好

，

于

食客而言

，

有专爱的

，

也有兼爱的

，

但

“

走哪段山路唱哪段歌

”，

调调儿绝不

会搞错

。

外人绝用不着担心

，

在

“

老

莫

”

用餐的食客

，

会扯着

“

老北京

”

的

嗓子

，

议论奶油蘑菇汤的味道是否足

够正宗

；

也无需多虑

，

在

“

老北京

”

饭馆

“

搓饭

”

的酒友

，

会正襟危坐

、

小心翼翼

地默默品味

“

老北京炸酱面

”

的咸淡

。

不

正常的事情

，

正常人原本就不会干

。

在两种地方吃饭

，

摆出两种不同的

架势

、

不同的心情

，

于外人而言

，

当然不

能硬给二者分出个孰俗孰雅

、

孰高孰

下

、

孰优孰劣

，

什么人有什么爱好

，

或者

什么时候有什么爱好

，

很个体的事

，

只

要各自觉着舒服

，

他人无需置喙

。

如果偏有好事者

，

抱了让

“

老北

京

”

高雅一些

，

或者让

“

老莫

”

更接地气

儿的目的

，

非把两者绑到一起不可

，

还

要把两者之间的

“

隔断

”

彻底打通

，

并

美其名曰

“

文化交流

”、“

文化交融

”，

大

约就属于没事儿挑事儿了

。

两边儿食客

的习惯和心境被扰乱

，

自然谁看谁都不

顺眼

，

绝无和谐的可能性

；

双方不和谐

，

给双方出难题的人

，

恐怕也很难舒服

得了

。

当然

，

在现实中

，

肯定是没人会干

这种无脑之事的

。

但没人干这种事

，

不

意味着没人干类似的事

。

一片森林

，

有

大树

、

有灌木

、

有小草

，

才是一片自然

、

健康且有生命力的森林

；

不承认差异化

，

非把大家搞得整齐划一不可

，

得到的就

绝不是一片正常的森林

，

不可持续

，

没有

前途

。

个中道理虽然很清楚

，

但习惯如此

“

硬搞

”

的人还是不少

，

本质上讲

，

在这些

人的意识深处

，

还是支配欲望过强

。

过强

的支配欲

，

极有可能打破自然生态

，

最终

导致的结果

，

一定是整个生态系统被破

坏

。

以此态度推动工作

，

也是一种偷懒的

做法

，

最后也很难得到一个和谐的局面

。

也是

，

别人正蹲在吵吵闹闹的小饭馆

，

高

高兴兴

、

自由自在地

“

吸溜

”

炸酱面

，

你非

把他拉进莫斯科餐厅去做绅士

，

总归不

是个正常事

。

既然现在走的是市场经济的路

，

许

多事完全就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做

即可

，

外界的扰动

，

最好还是能少则少

，

那种

“

霸王硬上弓

”

的做法

，

实在不合时

宜

，

因为那既让受者不舒服

，

也很难有什

么好效果

。

俗话说

，“

强扭的瓜不甜

”，

还

是很有道理的

。 “

不强扭

”，

在当代环境

下

，

既是一种态度

，

也是一种工作方法

，

自然且和谐

，

最终的效果还很好

。

“看不见的手” 的是与非

李斌

“

看不见的手

”

作为一个关

于市场经济的最为著名的隐喻

，

提出了经济科学的主题之一

。

然

而

，

这一主题此前一直未能得到

令人满意的解答

；

直到进入

“

算

法的时代

”（

参阅

《

算法经济理

论

：

经济学的认知革命及其大综

合

》，

经济日报出版社

，

2019

年

5

月

），

我们才能够对其中所包含

的意思做出比较全面而正确的

解析

。

亚当

·

斯密使用这个比喻来

说明市场机制的神奇性

：

众多个

人的看似盲目而自私的行为

，

经

过相互作用之后

，

却导致了经济

社会体系的有序性与合意性

，

而

这其间并没有什么有形的权威

在实际地进行指挥

，

似乎一切都

是自动完成的

。

这个命题引发了

人们的激情与叹赏

，

于是

，

一代

代的学者们投入了巨大的精力

来试图论证它

。

一个可以首先设想出来的

方法是

，

先说明个人的决策与行

为模式

，

再说明它们如何相互结

合

。

居于西方经济学主流地位的

新古典学派就是这么做的

。

个人

被设想为按照某种既定的模式

进行精密的计算

，

然后得出决

策

，

无数个人的行为就好像拼接

七巧板一样组成了社会

，

宏观与

微观之间完全相互一致

，

没有一

点儿冲突与浪费

。

也许因为使用

了数学

，

这种论证方法据说是

“

科学

”

的

；

即使其所刻画的情形

明显与实际不一致

，

主流学者们

也辩称

，

实际的情形将在长期内

趋向于如此

。

主流的论证招致了大量的

批评

。

现在

，

在综合各种主流与

异端学说的基础上

，

让我们来

“

算法式地

”

说明一下其中的奥

秘所在

。

由于人的理性实际上是有

限的

，

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其实是

五花八门的

。

为了达到论证的目

的

，

对此不必作出统一的限定

。

人类社会之所以取得了可观的

成就

，

原因在于人的思维方式中

内在着一种发展与进步的机制

。

理解这一点的要诀在于

，

首先要

知道人的思维能力

、

从而在特定

时间的思维成果

（

也即知识

）

是多

么微弱和具体

。

其次

，

借助于记忆

（

或者记录知识

）

和筛选的机制

，

个人能够逐渐地改善和扩张知

识

。

为了刻画所有这些方面

，

我们

发现

，

计算机科学为我们提供了

现成的理想工具

，

它的原理可以

概括为一个简单的式子

：

思考

=

计

算

=(

指令

+

信息

)×

速度

×

时间

。

用

行话来说

，

就是冯

·

诺伊曼架构以

及存储程序原理

，

等等

。

借用传统

经济学的术语

，

可以叫做

“

思想的

迂回生产方法

”。

个人进入社会之后

，

知识进

化的效应进一步加强了

。

这是因

为个人可以从前辈与他人那里

学习现成的知识

。

人们之间还可

以有意地建立分工与交换的关

系

，

从而避免知识的重复开发

。

在完成了以上的基础性工作之

后

，

这些推论都将是水到渠成

的

。

这里尤其值得强调的是

，

当

众多视野与理性均有限的个人

聚在一起之后

，

还会发生一些奇

妙而有趣的现象

，

例如

，

人的行

为的后果可能与他的目的不完

全一致

，

某些后果超出了行为者

本人关注的范围

，

因而他没有觉

察 到

，

然 而

，

别 人 却 注 意 到

了

———

所谓的

“

说者无心

，

听者

有意

”。

那个注意到了的人可能

暗地里从中总结出某些知识

，

采

取某些行动

，

以便鼓励或者约束

该人今后的行为

。

这种情形必定

是十分普遍而频繁地发生的

。

我

们自己的言行很可能被别人有

意无意地进行利用

，

对此我们怎

么可能完全知晓呢

？

影响我们言行

的那些条件

，

难道都是别人有意为

我们安排的吗

？

我们所观察到的社

会现象是由众多熟悉或陌生的人

们促成的

，

他们促成这些现象的动

机我们怎么可能都知道呢

？

因为通

讯手段的限制

，

我们对此即将做出

的反应即使想要让他们知道

，

往往

也是无能为力

。

由于行为是连续

的

，

或者是相互交叉的

，

社会的规

模又是庞大的

，

目的与后果之间的

循环重复多次之后

，

观察者往往也

就更加不能确知其中的内情了

。

笔

者把这种现象称作

“

半内在化

”。

由

于半内在化的存在

，

社会就好比一

锅千年的老汤

，

观察者往往只知其

味

，

而不知道如何能够重新调制出

这种味道

。

这是我们理解

“

看不见

的手

”

的关键途径

。

通过开发

、

筛选和传承有益的

知识

，

个人实现了一定的生活品

质

，

而社会则同时出现了一定的秩

序与文明

。

这种秩序与文明虽然可

能主要不是通过某只

“

有形的大

手

”

进行统一指挥协调的结果

，

但

却离不开无数

“

小手

”

的指挥与协

调

：

父母教育子女

，

领导管理下属

，

人们开会

、

辩论

、

商谈

、

安排

，

等等

。

尤其是知识的积累与筛选

，

导致了

生产生活方式的不断进步

。

试想一

下

，

既然知识可以被筛选和优化

，

人类社会怎么会总是原地踏步呢

？

既然今人可以继承前人的知识

，

文

明怎么会丧失呢

？

大不了照前人的

样子继续做就是了

。

事实上

，

基于

常识性的认识

，

社会成员大都是分

散地

、

自动地遵循传统的

，

尽管后

人常常并不确知前人知识开发的

背景

、

过程与意义

。

可是

，

既然如此

，

也就可以进

一步得出结论

，

即任何经济社会系

统的秩序性都只在一定程度上存

在

，

都只具有一定的水平与有效

性

，

无序

、

低效

、

冲突

、

失败

、

盲目

、

笨拙等等现象必定同时相伴随

。

经济社会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

混乱无序的

。

要是企图论证它具有

完全的秩序性

，

势必就是一种夸

张

。

要是发生了外来的

、

意外的巨

大冲击

，

往往就会发现社会出现

了一定的混乱

。

设想一下

，

要是我

们所有人都是刚刚来自不同星球

的外星人

，

我们可能在地球上迅

速建立起目前所拥有的这种秩序

吗

？

还有

，

无论一个经济体多么自

由

，

它都离不开政府的存在

，

而政

府体系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识

的理性设计的产物

，

这只有形的

手即使辅以国家强制力的后盾

，

往往也只能勉强地维持一定的社

会秩序

。

有论者说

，

混乱本身就是一

种特殊的

“

秩序

”，

这种说法具有

一定的道理

，

但它的合理性实际

上源于政府管理能力的局限性

、

多样性与创新的重要性等方面

，

因此

，

社会不得不容忍混乱

，

这不

等于直接承认混乱就是秩序

。

否

则的话

，

哪里越乱岂不就等于哪

里越有秩序

？ “

混乱

”

这个词又从

何说起呢

？

真正的混乱岂不就永

远也不会发生了

？

有人基于

“

看不见的手

”

对私

有制大唱赞歌

。

私人产权制度是重

要的

，

但它的重要性其实建立在有

限理性的基础上

，

要是遵从新古典

的完美理性假设

，

则产权制度与自

利原则本身反而会失去意义

。

为了

避免这种困境

，

有人辩护说

，

唯一

重要的就是建立

“

规则

”，

只要规则

具备了

，

当事人很快就会形成合意

的秩序

。

然而

，

不仅竞争的规则是

历史性地形成的

，

而且特定规则之

下展开行为的知识也是需要进行

艰苦学习的

。

有人因为

“

看不见的

手

”

而对

“

默示的知识

”

大加赞赏

，

进而怀疑和否定理性本身

，

这种立

论方式其实是在暗示

：

不经意间得

到的东西比刻意得到的要好

，

因

此

，

射箭选手为了取得佳绩

，

没有

必要去努力瞄准靶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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