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宇杂谈】

公积金要割掉福利

残余， 住房支持上

“穷帮富” 就自然消

失了。

� � �【念念有余】

人们惯常用经历来主

导思维， 在连年大涨

之后， 多数人被多方

思维征服了。

茅台股东大会“平价买酒”之争

胡学文

贵州茅台的股东大会

，

终于在万

众期待中姗姗来迟

。

5

月

21

日

，

贵州

茅台发布了

《

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

》。

内容显示

：

贵州茅台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将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

，

在茅台国际大酒店举行

。

除

了时间和地点之外

，

最关键的内容是

公告提示

：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

，

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场地容量存在不能超

过

300

人的限制

。

贵州茅台的股东大会之所以备受

关注

，

一方面是公司股票贵为股王

，

近

年来节节走高

，

目前每股达到了

1300

多元

，

一手股票就超过了

13

万元

，

简

而言之去参加贵州茅台股东大会的

“

门票券

”

就得

13

万元之多

；

另一方面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福利

，

那就是这

些年来的惯例

，

前往股东大会现场的

投资者可以凭借股东身份购买

“

平价

茅台

”

若干

。

正因为如此

，

一些

“

迷你

”

贵州茅

台股东

，

与其说是想通过持有茅台股

票赚钱

，

还不如说是冲着这个购买平

价茅台的福利而去

。

毕竟

1499

元每瓶

的平价

，

与市面上目前动辄两三千一

瓶的价格相比

，

仅价差就把来回机票

钱

“

报销

”

了之外还有得赚

。

这两年来贵州茅台的股东大会都

是盛况空间

，

以去年为例

，

据统计当时

股东大会参会人数创下了

2000

多人

的历史新高

，

其中机构研究员人数也

达到历年峰值

。

尽管去年当时也曾传

出不再对参会股东提供平价买酒福

利

，

但随后在股东的强烈呼吁之下

，

茅

台还是恢复了这项福利

，

更有消息显

示

，

去年股东报到后有

1900

人买到了

平价酒

。

那么

，

今年茅台股东大会

，

投资者

可能面临左右为难的选择

，

去还是不

去

，

这是个问题

。

由于防控疫情的需要

，

贵州茅台已经在公告中明确通知现场

参会人数仅限

300

人

。

那么问题就来

了

？

今年的贵州茅台股东大会还能否买

到平价酒呢

？

如果仅限这参会的

300

名

股东平价买酒

，

大概率会引起其他没有

参会资格的广大中小股东的不满

；

如果

一改惯例

，

本着公平原则

，

连这

300

名

参会股东也不能享受平价买酒的权利

，

那么可能引起更大范围的震动

。

网络上

，

针对贵州茅台股东大会

能否继续平价买酒甚至展开了激烈的

讨论

。

弹赞均有

，

公说公有理

，

婆说婆

有理

。

应该说

，

一家公司的产品

，

能如

此受到市场欢迎

，

甚至于在股东大会

期间股东是否平价买酒都可以引起这

样的关注度

，

首先是贵州茅台的成功

，

让消费者成为了上市公司产品的铁

粉

，

更通过产品

，

让投资者成为了上市

公司股票的死忠

。

就贵州茅台而言

，

很

多消费者因为高度认可产品成为了股

票的坚定持有者

，

很多投资者因为不

断赚取投资收益而成为了茅台酒的义

务推广员

。

的确

，

对于股东的支持

，

贵

州茅台上市公司已经通过不断分红来

回馈股东的信任和付出

，

但如果在合

理合法的基础上

，

窃以为还是可以沿

袭这项传统的福利

，

毕竟股东们并没

有要求折扣买酒

，

毕竟资本市场不少

上市公司还专门创设股东回馈日

，

通

过折价甚至免费的产品或服务来答谢

股东们的支持

。

出于安全性的考虑

，

放开现场参

会股东平价买酒显然不可取

，

既徒增

公司方面接待管理成本

，

更有违防控

疫情的大局

。

是否可以往年一箱改为

限售两瓶

，

在减少平价买酒数量的基

础上扩大到现场

+

网上登记参会股东

，

授权各地合作商超就地提货

，

省事省

时又皆大欢喜

。

如此一来

，

该去参会的

依然还会去

，

主要买酒

“

顺道

”

参会的

可能就不会凑热闹了

。

至于那

300

人

限制的现场参会股东

，

建议也可以不

用报名先来后到的方式确定

，

改为机

构和个人股东各若干

，

凭借提前征集

建设性问题和意见来择优参会

，

真正

将茅台股东大会办成

“

价值碰撞的盛

会

”

岂不快哉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住房公积金：存废还是改革？

李宇嘉

住房公积金

，

这个老生常谈

、

略显

沉重的话题

，

有关于其存废的争论

，

从

2

月份疫情后一直延续到

5

月份的

“

两会

”。

近期

，

多位

“

两会

”

代表或政协

委员提出废除或者降低公积金缴存比

例的建议

，

引发新一轮讨论

。

笔者认为

，

高成本问题也好

，

中小

企业艰难也好

，

由来已久

、

成因复杂

。

实现

“

降成本

”

和纾困中小微

，

这都是

系统性工程

，

与公积金本身没有太大

关系

。

进一步讲

，

不能因为公积金有诸

多问题

，

就把它当

“

软柿子

”

来捏

；

更不

能

“

拆东墙

、

补西墙

”，

拿公积金填窟

窿

，

掩盖社会保障

、

融资制度上的短

板

，

让公积金来买单

，

并沦为

“

扶贫

口

”、“

取款机

”

和

“

小金库

”。

5

月

18

日

，

国家发布的

《

关于新

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意见

》，

明确提出

“

改革住房公积金

制度

”。

可见

，

不是废除

，

而是改革

，

这

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

《

决定

》

提出的

“

建立公开规范的住房公积金制度

，

改

进公积金提取

、

使用

、

监管机制

”。

站在疫情后内外环境的变化看

，

住房公积金仍大有可为

。“

两会

”

后

，

马

上要启动

“

十四五

”

规划编制

，

估计规

划的落脚点就是

，

未来

3-5

年

，

要把

消费和内需潜力激活

，

不仅中产要

“

倍

增

”，

低收入人群也能分享红利

。

当下

，

我们强调稳就业

、

保民生

，

打赢脱贫攻

坚战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很大程度

上

，

也是为了构建强大的内需市场

。

从增量贡献上看

，

新市民

、

农民工

是内需的主力

。

打造内需潜力

，

当下我

们最缺乏的就是普惠式的金融体系

，

这也是为何这次

“

两会

”

提出

，

2020

年

国有大行中小微贷款不得低于

40%

。

本质上

，“

扎根

”

城市是新市民

、

农民工

最大的诉求

，

也是内需潜力释放的载

体

。

安居与扎根城市可谓一体两面

，

在

当前高房价

、

高租金的背景下

，

迫切需

要政策性住房金融

。

1994

年

，

国家创立住房公积金

，

目的是将住房消费纳入工资

，

解决福

利住房退出以后

，

城镇职工购房能力

不足的问题

。

公积金

“

低存低贷

”、“

互

助合作

”

的制度设计是良好的

，

平滑了

“

房改

”

过渡

（

从福利的左边到市场化

的右边

），

创造了市场化住房启动的基

础

。

现在

，

新市民

、

农民工

“

扎根

”

城市

难

，

很大程度上也是包括安居在内的

“

大社会保障

”

欠缺所致

。

因此

，

当前的安居形势与

90

年代

初颇为类似

。

90

年代创立公积金后

，

多数城镇职工分享到了第一波城镇化

的红利

。

当前

，

迫切需要再造公积金

，

打造住房普惠金融

，

助推新市民和农

民工能分享到第二波城镇化的红利

（

新型城镇化

）。

时下

，

之所以公积金存

在诸多问题

，

比如

“

劫富济贫

”、

购房支

持能力下降

，

就在于形势变了

，

但公积

金制度没有与时俱进

。

首先

，

福利住房制度的

“

残余

”

要

割掉

。

当下

，

公积金缴纳标准

，

还是按

照福利住房的分配标准来的

。

效益好

、

职位高的人

，

公积金缴纳标准高

。

如此

设计

，

当时是为了改革过渡

。

经过

20

多年快速市场化后

，

当下的住房改革

，

已进入纠偏前期

“

过度市场化

”

的新阶

段

。

这两年

，“

两会

”

关于住房的表述

，

都是放在新型城镇化框架下的

，

即住

房要助推新型城镇化

。

因此

，

公积金要割掉福利残余

，

住

房支持上

“

穷帮富

”

就自然消失了

。

其

实

，

类似美国的

“

两房

”、

日本的住房金

融公库

、

德国住房储蓄银行

，

公积金要

向政策性住房金融转型

。

运营模式上

，

通过国家注资

、

异地流转

（

调剂余缺

）、

发行政策性金融债等形式

，

壮大其规

模

，

以低成本融资支持新市民

、

农民工

安居

，

这是构建

“

租购并举

”

住房新制

度的路径

，

也是夯实内需的选项

。

（作者系资深地产研究人士）

【并非胡说】

真正将茅台股东大会

办成“价值碰撞的盛

会” 岂不快哉？！

房价上涨和房托儿

余胜良

2008

年的一个晚上

，

我坐在出租

车后排上

，

和出租车司机谈起房价来

，

他说

：“

千万别买房

，

都是托儿

，

开发商

找人把价格抬上去的

，

按天给工资

。 ”

那时候经济水深火热

，

跟现在很

类似

，

外贸订单消失

，

就业困难

，

还在

中央电视台的小崔在一款节目中恳求

政府官员做好就业工作

，

企业家不要

辞退工人

。

那时候政府也号召降租金

，

救助实体经济

，

深圳梅林关附近一栋

住宿楼为此降低了租金

。

那年深圳新楼均价到了

1

万元每

平米

，

关内还有不少楼盘在卖

，

有些楼

盘价格几乎跌了一半

，

断贷的新闻不

时刺激神经

。

当时的确不少人认为房价还是太

高

，

房价和收入相比不匹配

，

记者们也

经常写这样的稿件

，

希望房价再降降

。

在危机严重的那年五一期间

，

我

去深圳会展中心看楼

，

那里人潮涌动

，

到处都是宣讲会

，

大巴车就停在会展

中心外面

，

随时可出发看盘

。

那几天

，

我到过福田新闻路

、

万科第五园以及

鸿荣源宝安临海区域的一个楼盘

，

后

者就位于现在深圳最热门的前海片

区

，

在售楼处里挤满了人

，

样板间拖家

带口人满为患

，

内心疑惑怎么这么多

人来看房

，

他们怎么没有受影响

？

后来我参加过好几个楼盘销售现

场会

，

参观过好几个样板间

，

相同的情

况一直在重复

，

男女老少拖家带口上

阵看房

。

低迷的时间不长

，

深圳房价很快

就强劲上涨起来

，

中间常常有报道说

房价下跌

，

房价不合理

，

都没阻挡房价

上涨

。

由于房价上涨太快

，

政府开始出

台限制政策

，

结果在

2015

年房价翻了

一倍

，

到现在有些区域又翻了一倍

。

2012

年年底

，

在深圳北站附近的金亨

利都荟首府

，

开盘价是

2.5

万元左右

，

现在这个楼盘价格已到了

11

万以上

。

在售楼处

，

我不时听说那些销售

的花招儿

，

比如将销售者关在一个密

闭空间里

，

不停的宣称某某房已被购

买

，

销控表上留下的户型越来越少

，

刺

激购买欲望

。

还有一些花招

，

包括开头所说的

托儿

，

还有一些甚至是内部员工冒充

消费者购买

，

制造销售盛况

，

吸引消费

者购买

，

然后再慢慢释放出来

。

这有点

像黑车长途司机不停地喊走了走了就

剩一个位置

，

等乘客坐上去

，

托就下

来

，

车里面又剩下一个位置

。

我相信这种情况肯定存在

，

我老

家有个亲戚就被人拉过去做房托

，

在

客人购买房子时也出现

，

给客人一种

心理暗示

，

促进成交

。

这种情况并非孤例

，

比如每年双十

一过后

，

就有新闻说好多商家销售数据

作假

，

是为了制造出一个好数据

，

再去

退货

。

不过现在这种新闻已越来越少

，

现在这种新闻又出现在直播领域

，

说是

直播者买下货

，

后面再去退货

，

一方民

给商家看

，

一方面也给消费者看

。

如果凭此认为商家生意不好

，

那

可说不过去

，

这些年电商销售确实在

快速增长

，

数据作假是真实的

，

销售增

长也是真实的

，

两者看似矛盾

，

其实只

是大趋势扭转时的乱象而已

，

当销售

主航道转到线上

，

作假成了营销手段

。

最近有一则新闻

，

说是深圳南山

有开发商耍花招

，

将房子一点点的分

批卖

，

制造销售一空之景象

。

以此说明

开发商要为房价乱象负责

。

实际上

，

以我多年经历来看

，

这些

只是非常小的浪花

，

静水流深的还是

供求关系

，

房托之类的小花招所起作

用微乎其微

。

记得

2002

年左右

，

开发

商到处打广告卖房子

，

我在一个城市

看到街边路口都是售楼车

，

上车就可

以开到某个已建好的楼盘去

。

现在卖房子还用什么广告

，

只用

发个通知就好

，

人们自己就跑过去了

。

上个月

，

和一个出租车司机聊起

房价

，

他告诉我

，

房价已经很高了

，

但

还是会涨

，

一定要买

。

他

2008

那年凑

足首付去往深圳龙华一个售楼处签

约

，

接了一个电话又折返

，

没买成

，

这

成为他一生遗憾

。

人们惯常用经历来主导思维

，

在

连年大涨之后

，

多数人被多方思维征

服了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我所感受到的养老难题

胡不归

在老家湖北的父亲打电话来

，

说

家里请的保姆要辞工了

，

现在他正想

办法再重新找一个

。

湖北是疫区

，

此时

的我不敢贸然回老家去

，

想到老爷子

要一个人去张罗换保姆的事

，

我顿时

多了一分担心

。

父亲今年

84

岁

，

自前年母亲去世

后

，

一直一个人生活在湖北老家

，

我和

哥哥分别在深圳上海工作

，

没法陪在

他身边

，

他又不想到儿子这里来生活

，

说是适应不了外地的环境

。

而他常年

患有冠心病

，

没准儿哪天就突然发作

，

身边是断不能没有人照顾的

。

于是我

们弟兄俩就想了多种方案

：

给他找个

老伴

；

送养老院

；

请个保姆

。

找老伴这

事还真进行了一番操作

，

但事实证明

不可行

，

在此不做赘述

。

养老院

，

我利

用探亲机会在老家那个小城市跑了几

家

，

感觉真是糟透了

：

小城市的养老院

条件实在不敢恭维

，

破破烂烂的院子

里

，

几个老头老太坐在墙根下晒太阳

，

到了饭点儿就去吃上一碗寡淡无味的

饭菜

……

分明就是一种等死的状况

。

哥哥曾建议把老人送到上海的养老院

去

，

那里条件不错

，

但父亲一听说每月

的费用要

7000

元

，

立马一口否决

，

他

的退休工资只有

5000

不到

，

不愿意让

我们贴补

。

那么

，

就只有请个保姆了

。

小城市的保姆工资不高

，

两三千足矣

，

再加上生活开销

，

父亲的退休金正好

够用

，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

去年

，

通

过朋友介绍

，

请了个阿姨

，

父亲各方面

都很满意

，

每天和老哥儿们一起下下

棋打打麻将

，

倒也怡然自得

。

我们弟兄

俩也就放了心

。

现在情况有变

，

不禁让人又揪起

心来

。

我突然意识到

，

我们真的是已进

入一个老年社会了

。

尽管现在我还老

觉得自己尚能饭

，

不知老之将至

，

但再

过个三五年

，

我们弟兄俩也到了退休

的年龄

，

也就算开始慢慢迈入老年了

，

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啊

。

我不由得想起前不久闹得沸沸扬

扬的不孝子埋母事件

。

抛开法律不谈

，

这件事折射的是这样一个严酷的现

实

：

我们国家的养老体系太薄弱了

，

在

一些落后地区

，

恐怕这一块还是一片

空白

。

这与一个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

二的国家地位显然是不匹配的

。

父亲

是公务员退休

，

每月有

5000

元的退休

收入

，

晚年生活尚难以安宁

，

而那些老

了的农民呢

，

他们的生活靠什么来保

障

？

中国人传统上是养儿防老的

，

但如

果子孙辈自顾不暇

，

老辈的生活就可

想而知了

，

老有所养尚难完备

，

老有所

乐就更无从谈起

。

虽然埋母事件是个

极端个案

，

但其背后的现实不能不引

起人们的警惕

。

因此

，

政府加大养老事业的投入

，

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

据资料

，

2018

年 我 国

60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比 重 为

17.9%

，

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全球

，

预计

到

2021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将达到

19%

。

国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

严重性

，

我国政府心系民生

，

结合我国

社会发展背景

，

不断深化养老政策

，

推

进养老问题的解决

。

另外

，

2017

年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就指出要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

，

构建养老

、

孝老

、

敬老政策

体系和社会环境

，

推进医养结合

，

加快

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

更加令人欣慰的是

，

在刚刚开幕

的两会上

，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

告里

，

就养老金

、

养老服务

、

保障老人

合法权益等

，

都进行了工作总体部署

。

如免征中小微企业养老保险等单位缴

费延长到今年年底

、

将发展养老服务

纳入扩大内需战略

、

养老金

“

16

连涨

”

并确保按时足额发放

、

保障老人合法

权益

，

这些

，

都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

国家提出了战略目标

，

更重要的

是各级政府的支持和执行

，

以及社会

资本的参与

。

我在探访老家那些简陋

的养老院时

，

曾和其负责人进行过一

番交流

，

他们都希望能得到政府更大

的支持

。

而对于此

，

我是心有戚戚焉

的

。

父亲和我们弟兄俩都算是开明的

人吧

，

如果养老院各方面的条件可以

接受

，

我们都认为让他在养老院生活

是个不错的选择

。

当我自己老去的那

一天

，

我也希望在养老院走完人生

，

而

不给后代增加麻烦

。

相信有不少人和

我有相同的想法

。

话说到这里

，

养老产业可谓曙光

产业

，

有着可观的未来

，

这在逻辑上似

乎没毛病

。

我是不是该去研究研究相

关股票了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 �【胡说一道】

我也希望在养老院

走完人生，而不给后

代增加麻烦。 相信有

不少人和我有相同

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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