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锐眼看市】

对中国而言， 丰富碳

市场的投资品种有着

比欧盟更宽绰的操作

空间， 同时政策层面

创造推升碳市场的作

用机制也大有可为。

� � �【念念有余】

农人们把土地看得金

贵，两家耕地相邻的，

关系就处得不太好。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日本经验

韩和元

8

月

17

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高瞻远瞩

，

谋篇布局

———

提

出

“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

增加低收

入群体收入

，

合理调节高收入

，

取缔非

法收入

，

形成中间大

、

两头小的橄榄型

分配结构

”。

把构建

“

橄榄型

”

分配结构

，

放在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考量

，

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

如何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

20

世纪

60

年代的

日本有些经验仍值得我们借鉴

。

受朝鲜战争影响

，

日本成为了当

时最重要的军需物资供应地

。

受益于

此

，

日本经济实现了迅猛复苏

，

且进入

积极建立独立经济的新阶段

，

这便是

历史上的神武景气

。

但与此同时

，

整个

社会却呈现这样一种局面

：

一边是国

民经济高速增长

，

政府财政收入源源

不断

；

另一边则是产能过剩

、

居民收入

水平普遍较低

、

收入差距悬殊

，

对外贸

易依存度过高

、

产业结构配比不均衡

。

面对这样的困境

，

日本政学界一

时间束手无策

。

主流观点认为

，

日本经

济将不会再继续保持这一势头

。

但学

者下村治则批驳了这种悲观论

，

他认

为市场经济其实就是人的科学

，

市场

经济就是要调动人的积极性

，

就是旨

在推动人的消费

。

他认为只有解决了

居民收入问题

，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

内需求问题

，

经济才能不受制于人

，

才

能可持续发展

。

而要想做到这一点

，

国

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国民收入的增长

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

。

只有以国民

收入倍增为第一目标

，

经济的发展才

会井然有序

。

反之

，

用经济总量的增长

为目标

，

不对人们的收入做出规定

，

财

富分配秩序必然失序

，

经济发展也必

然会为之失衡

。

他的观点得到了政治家池田勇

人的赞赏

，

当池田当选首相后

，

便将

上述建议纳入政纲

。

政纲明确指出

“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的

，

必须是

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

，

必

须致力于纠正农业与非农业

、

大企业

与中小企业

、

地区与地区

，

及阶层间

收入上的差距

，

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

生活得到均衡发展

”。

其目的在于提

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消除日本经济结

构中的不平衡

。

核心思想则在于

“

经

济增长为手段

，

国民增收是目的

”，

以

此实现

“

缩小贫富差距

”。

为达成这一

目标

，

池田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政策

，

如

健全完善社保制度

，

提高农民收入和

实施全面减税

。

受益于该计划

，

十年间日本的中

等收入群体比重迅速扩大

，

形成了一

个规模近亿的

“

中产阶层

”，

他们自豪

地将其称为

“

一亿总中流

”。

更为重要

的是

，

在这一过程中

，

无论是国民生活

及思维方式

、

社会形象

，

乃至国家面

貌

，

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

经济学家林直

道在

《

现代日本经济

》

一书中就惊呼

：

“

像换了个国家

”。

（作者系广州学者）

欧盟推高碳价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张锐

继

8

月

25

日中国碳市场收盘价

第一次跌破上线首日

48

元

/

吨的开盘

价后

，

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日依然没有

扭转跌势

，

至

8

月

31

日收盘

，

碳市场

价格为

45.35

元

/

吨

，

最终也未能收复

首日开盘价的领地

，

并且整个

8

月份

碳价重挫

16.28%

。

碳价格走低所导致的问题很严

重

。

在整个碳减排工具中

，

碳市场是

最为重要的撬动与牵引力量

，

而碳价

格则是碳市场与碳减排的风向标

。

低

碳价意味着企业碳排放的低成本

，

那

些重排大户就可以非常廉价地从市

场上购买到碳配额

，

也就用不着布局

与添加自我碳减排设施

，

该怎么排就

怎么排

，

能排多少就排多少

，

因为这

些企业的最终所得要大于它们为购

买碳指标的总体所失

；

而另一方面

，

那些自我控排与减排做得好的企业

由此多出来的碳配额指标因为碳价

的走低而大幅贬值

，

即便拿去交易最

终到手的资金也远远不能抵消前期

为减排而投入的成本

，

也就是碳交易

所得要小于碳设施投资的总体所失

。

长此以往

，

还有哪一个企业愿意自觉

减排与控排

？

碳中和愿景又怎能如期

兑现

？

碳价的升降起伏固然是市场的自

然表观

，

而且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碳

市场价格都走得异常艰难与崎岖

，

不

过绝大多数都还是成功将碳价托了上

去

。

拿做得最成功的欧盟碳市场来说

，

上线交易首日的碳价格为

20

欧元

/

吨

，

金融危机时期

，

碳配额需求急剧萎

缩

，

碳价一路降至只有

7

欧元

/

吨

；

新

冠疫情暴发后

，

欧盟碳价格再次被打

到

15

欧元

/

吨之下

。

对此

，

欧盟以足够

的耐心在政策层面做着持续性改进

，

最终让碳价终于回升到目前

61

欧元

/

吨的历史高位

，

同时也是全球最贵的

碳价格

。

首 先 是 市 场 稳 定 储 备 机 制

（

MSR

）

制造了碳价上涨的推动力

。

为应对需求侧压制和配额过剩对碳

价形成的冲击

，

欧盟每年发布截至

上一年底碳市场的累积过剩配额总

数

，

然后将过剩配额总数的

24%

转

存入

MSR

，

实际操作则是在年度配

额拍卖量中减去相应的数额

，

比如

截至

2020

年底欧盟累积过剩配额

总数

14.2

亿吨

，

那么下一年度配额

拍卖将减少

3.4

亿吨

，

也就是

2021

年的拍卖配额比当年年度配额拍卖

总额少了四成

，

由此向需求方传递

出配额递减与稀缺的信号

，

从而制

造出碳价上涨的预期

。

其次是

“

限额与交易

”

原则制造了

碳价上涨的作用力

。 “

限额与交易

”

原

则是指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允许

上限的前提下

，

内部各排放源可通过

货币交换的方式相互调剂排放量

，

且

该上限会逐年降低

，

最终实现减排目

的

。

原本欧盟打算碳排放配额年度递

减率自

2021

年起由原来的

1.74%

升

至

2.2％

，

但考虑到

2.2%

的年度递减率

无法帮助实现

2030

年气候目标

，

因此

限额递减可能会提升至

2.6%

，

碳配额

供给小于需求的格局由此被进一步强

化

，

反应到碳市场上碳价便获得了上

行的动力

。

再次是多元投资主体制造了碳价

上涨的托举力

。

欧盟碳市场既有企业

交易主体

，

也有自然人交易主体

；

不仅

有机构组织参与

，

也有个人参与

，

最终

全社会的资本都来支持碳市场

，

同时

欧洲碳市场既有现货产品交易

，

也有

标准化减排期货合同产品

，

以及围绕

着碳产品以及各种追踪欧盟排碳配额

期货的基金等零售产品

。

众人拾柴火

焰高

。

参与者摩肩擦踵

，

可供选择的产

品琳琅满目

，

巨量资金在碳市场集结

，

碳价焉有不涨之理

？

第四是碳税制造了碳价上涨的策

应力

。

碳税与碳交易是欧盟碳市场的

两个重要支柱

，

除了覆盖一切二氧化

碳的重排放行业外

，

欧盟的碳税机制

还比较健全与完善

，

部分国家对不同

燃料来源的排放实施不同税率

，

同时

超额排放与依规排放的税率也完全不

同

，

而从碳税出台至今欧洲各国碳税

整体呈上升趋势

。

作为欧盟碳排放交

易体系的有力政策补充

，

碳税力度的

加大

，

必然将更多的碳排放企业倒逼

到碳市场中来

。

最后是调高目标制造了碳价上涨

的刺激力

。

今年欧委会将

2030

年减排

目标从

40%

提高到了

55%

，

由于碳市

场的配额总供给是由欧盟的总减排目

标决定的

，

减排目标的提高必然会提

高碳市场的减排力度和减少配额总供

给

。

据欧委会发布的量化评估报告

，

在

40%

减排目标要求下

，

碳市场

2030

年

减排力度为

43%

，

而在新的

55%

的目

标之下

，

碳市场减排力度大约会提升

到

62%~65%

，

也就意味着配额总供给

下降得更多

，

由此引导碳价走高

，

而碳

价的走高

，

意味着那些超额减排并有

富余配额的企业盈利增多

，

从而更广

泛刺激企业参与碳市场交易

。

就中国而言

，

由于企业碳减排压

力远超欧盟企业

，

虽然不可能开征碳

税与提高减排目标

，

但丰富碳市场的

投资品种以及吸引更多投资者入场却

有着比欧盟更宽绰的操作空间

，

同时

政策层面创造推升碳市场的作用机制

也大有可为

。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

济学教授）

【缘木求鱼】

要遵纪守法， 坚守公

平、公正、透明原则，

本分地赚钱、 赚本分

的钱。

握住手里的方向盘

木木

半年多前

，

老徐的一个远房外

甥

，

从老家跑到北京开网约车

。

老徐

前些日子才知道这件事

。

老家的亲戚

说

，

外甥是租了别人的车

、

顶着别人

的名在干活

，

扣掉租金

，

每个月也赚

不了几个钱

。

依了规矩

，

网约车显然不能这么

开

。

不过

，

规矩是死的

，

人是活的

，

于

是

，

老徐的外甥就能把网约车开得挺

顺当

，

好像至今也没出过什么岔子

。

按

照外甥的实践

，

从三百里外的农村一

头扎到北京来

，

来了就能开上车

、

拉着

活儿

，

这种变通之法显然颇具可操作

性

，

老徐就此推测

，

这么

“

黑着

”

开网约

车的人估计不少

。

8

月

17

日

，

石家庄市交通部门约

谈了滴滴出行

，

指出滴滴出行在石家

庄市运营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

第一条

就是

“

不合规车辆清退缓慢

，

没有按

要求把好车辆和驾驶员准入关

，

前期

将大量不合规车辆和驾驶员接入平

台运营

”。

9

月

1

日

，

交通运输部等五

部门

，

联合约谈了

11

家网约车平台

公司

，

也重点指出了这个问题

。

由此

可见

，

这种所谓的变通之法

，

还是很

具普遍性的

。

能这么

“

黑着

”

把网约车一路开

下来

，

显然需要一些基础的支撑条

件

，

比如

，

网约车平台的约束应该比

较稀松平常

，

许多时候甚至还会

“

主

动突破

”，

乘客大约也不太计较

，

市场

监管的日常检查

、

惩处估计也不频

密

、

严苛等

。

这些支撑条件只要有一

个出现松动

，

司机就很容易露馅儿

，

这种近乎通行的所谓变通之法

，

恐怕

很难维持得下去

。

从这么多年来网约车平台的实际

表现看

，

制度上对网约车车辆和驾驶

员的合规性限制

，

显然让平台感到束

手束脚很难受

。

心里有意见

，

行动有反

应

，

贯彻起制度要求来

，

就肯定打折

扣

，

于是

，

小问题拖成了老问题

，

总劳

烦监管部门反反复复地说

。

其实

，

对数

据管控能力极强的网约车平台而言

，

车辆和驾驶员的合规问题

，

根本就不

是问题

，

稍微用点儿心

，

问题很快就能

解决

。

在这个问题上

，

平台是

“

非不能

也

，

实不为也

”。

平台不愿意痛痛快快地解决这个

问题

，

显然也有自己的道理

，

在合规性

限制下

，

车辆和驾驶员的市场供给肯

定多有阻滞

，

这直接影响了平台的客

户体验

、

日常运营

、

规模扩张速度

、

市

场竞争力

、

盈利能力甚至垄断前景等

。

对平台而言

，

最理想的状态

，

当然是没

有这些限制

，

入网车辆和驾驶员市场

自由供给

，

平台的选择空间就宽裕得

多

，

运作起来也顺滑

。

这当然是一厢情愿

。

别管什么事

，

所有的好处都被一方占了去

，

肯定不

是一个正常的逻辑

。

这些年来

，

网约车

行业出现的诸多问题

，

追根溯源

，

大约

都与网约车平台看问题的态度和视角

有关系

，

算盘珠子总忍不住往自己怀

里紧扒拉

，

这样的买卖肯定好不了

、

长

不了

。

在目前的大环境下

，

网约车平台

恐怕需要认真规划一下未来的路径

了

，

看问题的态度和视角

，

肯定首先要

改变

，

在

“

美美与共

”、“

实现共赢

”

的理

念下

，

许多事情的做法注定要与原来

不一样

。

改变还要快一点

，

毕竟监管部

门的约谈有要求

。

毋庸讳言

，

网约车平台建立的初

衷是非常好的

，

切中社会出行需求的

关切点

。

网约车平台的本质功能

，

就

是提供信息发布

、

交易撮合服务

，

在

这个过程中

，

至关重要的是

，

要遵纪

守法

，

坚守公平

、

公正

、

透明原则

，

本

分地赚钱

、

赚本分的钱

，

而不是利用

信息优势

，

对网约车司机和乘客搞

“

甘蔗两头吃

”，

甚至搞出一些更不堪

的事情来

，

试图脱离制度约束

，

放飞

自我

，

不现实

，

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

也根本谈不上

。

网约车的方向盘

，

其实就掌握在

行业自己手里

，

网约车怎么开

、

往哪里

开

，

显然要心中有数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填沟和填坟

余胜良

听说有些地方农田抛荒

，

这让我

想起老家的那些老人们

，

怎么斗智斗

勇

，

想办法多占有一丁点儿地方

，

挖沟

和平坟就是比较典型的方法

。

村里有个老人

，

姓张

，

他喜欢挎个

篮子

，

里面放个小铲子

，

看到什么有用

的

，

就放在篮子里

。

他那把小铲子也很

有用

，

冬天已去

、

春天快来的时候

，

他

就要瞅准时机做点事情

。

严寒将河岸

的土冻起来

，

月夜里

，

没人看着的时

候

，

这些土块也跟着冰雪融化悄悄地

酥散了

，

很有利于耕作

，

也有利于庄稼

成长

，

河道边不大一样

，

酥松之后

，

会

坍向河沟一侧

。

张姓老人小心翼翼

，

动

作精准

，

要把河道的土扒拉下来

，

看起

来好像是自然掉下来的

。

多年下来

，

在

小河沟一侧就造出来一小块儿田来

。

另一位老人

，

套路差不多

，

不过更

有地利之便

。

河沟这一侧

，

是他家的耕

地

，

河沟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儿

，

呈

“

之

”

字形

，

多年努力之后

，

河底越来越宽

，

他在河沟里种上两行杨树

，

这里就成

了他家资产

。

他们之所以能做成这个

事儿

，

是因为河道另一侧是别的村耕

地

，

没人守着看

。

我家老宅前面有一块儿坟地

，

其

中有一个挖了坑

，

却没有下棺材

，

就一

直放在那里

，

平日是不怕的

，

我还下去

抓过一种昆虫

，

杨树花落的时候

，

这种

昆虫就会飞出来

，

抓住放在玻璃瓶里

，

玻璃瓶下面放水

，

这样就无法飞出来

，

积攒得多了

，

就在做饭的时候

，

放在火

塘里烤着吃

。

就怕回来晚

，

邻居一家吓

人

，

说有个鬼会从坟头爬出来

，“

一抓

一脸血道子

”，

仿佛是女鬼

，

长一手指

甲

，

不是咬脖子夺人精魄的

，

只是往脸

上招呼

，

我就很害怕

，

路过这段路

，

提

前先停下来

，

看好方向

，

吸一口长气

，

闭上眼猛跑一通

，

估摸过了坟地才敢

睁开眼

。

人们不愿意在坟地上盖房

，

挨着

坟地也觉得不吉利

，

这块儿坟地被挤

在好几处住宅中间

，

说明村子扩张超

出想象了

。

挖红薯窖

，

或者盖房子

，

如

果挖出来棺材

，

就要回填了土地

。

去年回去

，

我听说有人把村西头

的祖坟给平了一块儿

，

再填上点沟

渠

，

凑够了一块儿整地

，

盖了一所临

公路的宅院

。

还是在这块儿坟地上

，

有个老人

，

总是拿着一把锄头逡巡

，

坟头越来越小

，

看样子是要弄出一小

块儿地来了

。

传统上村子里每个家族都有一

块儿坟地

，

逝者

，

从祖宗开始

，

男丁们

按照年龄围在周围

，

再后面是孙子辈

儿

，

只有子孙多到埋不下了

，

才会另

起一块儿

，

这些坟地各自照应

，

越积

越大

，

如果栽上点儿松柏

，

就郁郁青

青

，

颇为显眼

。

后来耕地收归集体重

新分配

，

家族坟地大多位于他人耕地

上

，

近些年

，

这些坟地规模就越来越

小了

。

尽管抛了荒

，

但谁不想占更多

呢

？

耕种的拖拉机轰轰地开过来

，

往

往能把圆坟底座的土抠出一块儿来

，

如果家里有亲人

，

逢年过节添把土

，

坟头还能维持个原样

，

没人照料的坟

头就会逐渐瘦下来

，

两个坟头之间

，

慢

慢就会出现耕地

，

一开始种上点儿蔬

菜

，

后面就能种麦子了

。

对别人耕地上的坟地

，

族人也没

说话的底气

，

不但不能将它变成耕地

，

继续埋人也说不通了

，

只能自己想办

法

，

都埋在自家耕地上

。

原来那些集约

化的坟地

，

后来变成分布式存储了

，

更

浪费土地

，

也不好耕种

，

也没办法

。

农人们把土地看得金贵

，

两家耕

地相邻的

，

关系就处得不太好

。

有人多

占

，

别人就不好种

，

一垄地就是一袋麦

子

，

你多我就少

，

存量竞争

，

争的都是

生存

。

同样

，

沟边池塘边种树的权利

，

也会让家族之间或家族内部产生种种

矛盾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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