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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家私人飞机
4S店自3月16日正式开业
以来，已经售出 14 架飞
机，客户来自珠三角、长三
角以及东北的部分城市。

据《今日早报》
短评：飞天固然好，

只怕油价调。

●王女士于三年前在
某银行办理一笔定期存款
业务，三年后因着急用钱
本以为到期可以取出来，
没曾想银行里的存款不但
取不出来，反而变成了保
险单，还要再等 33年才能
支取。后来，在消协的调
解下，银行将王女士的本
金及利息如数返还。

据《齐鲁晚报》
短评：存单变保单，

套牢三十年。

●摩通首席中国经
济学家朱海斌认为，中国
今年房价或回归合理水
平。房价合理水平上限
是房价收入比为 8（如当
地年收入20万的家庭，因
刚需购买90平米住房，此
地区房价160万为合理上
限），全国此指标去年为
9.8，今年若年收入增速保
持 12%，全国房价下降 5%
到10%，指标将回归8。

据新浪网
短评：数据一平均，

想要啥有啥。

●日前，中国证监会
召开会议决定，对任处级
职务 5年以上干部开展大
范围轮岗，核心是“权力部
门”与“非权力部门”任职
对调，以期进一步深化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大轮
岗交流力度，提高人才队
伍市场化、专业化水平。

据《上海证券报》
短评：别成了油水均

沾之举。

●股神巴菲特作为伯
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25年间的
薪水一直保持在 10 万美
元。数据显示巴菲特的个
人总薪酬 491925美元（约
合310万人民币），大大少
于其他同样拥有高利润公
司的首席执行官。

据中国经济网
短评：所以他的秘书

比他交税多？

●黑龙江农民肖英杰
算了一下今年种地的成本
账：去年每亩地承包价是
300 元，今年涨到 370 元，
一公顷就涨了 1000多元；
种子从每斤 13 元涨到 18
元，一公顷地增加 200 多
元；此外，农药等农业生产
资料也大幅上涨，每公顷
种植成本比去年增加1500
多元。“没等种就先‘赔’了
1500块，要是粮价提高还
行，否则挣得更少了。”

据新华社电
短评：种地风险与收

益不成正比。
栏目主持人：灰常

通胀反弹风险正在加剧
■ 宏观大势

目前大葱涨势凌厉，玉米、小麦、籼稻等农产品价
格也都纷纷走高，再加上油价提升带来的运输成本增
加，食品价格预计很快会受到影响。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在
放缓，但是通胀仍然随时面
临着反弹的可能。近期，成
品油价格的连续两次提升，
部分农产品价格急速上涨，
都随时可能让刚刚缓步下
行的CPI再度攀升至相对高
位。

今年初，通胀放缓的观
点一度认为，伴随着农产品
价格的持续回落，CPI 下行
周期来临。但是没想到短
短一个多月时间，农产品价
格再度出现上扬。目前大
葱涨势凌厉，玉米、小麦、籼
稻等农产品价格也都纷纷

走高，再加上油价提升带来
的运输成本增加，食品价格
预计很快会受到影响。

不限于此，长期被压制
的生产要素价格，行政力量
的 人 为 打 压 越 发 难 以 为
继。因为中国高速的货币
扩张对要素价格有着最终
的话语权。过去十年，广义
货币年均 20%以上的高增
长，没有理由不让能源价
格、薪资水平等也随之上
涨。虽然民众对油价上涨
意见不少，但这更多的是成
品油定价机制的不公平造
成的。

就长期而言，以能源、
电力、劳动者工资等为主体
的要素价格，都还需要按照
市场化的方式定价，存在着
不小的涨价空间。而生产
要素价格的改革，也到了迫
在眉睫的时刻。长时间的
价格扭曲，已经严重损害了
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
影响正常的经济活动。

中国政府将 2012 年的
GDP 增 长 率 目 标 定 为
7.5%，广义货币增长目标为
14%，两者相减将带来 6.5%
的广义通胀率。而要完成
这一目标，在外汇占款增速
放缓的情况下，最终只能寄
希望于新增贷款的继续高
增长，否则货币扩张难以完
成任务。

另外，由于国内资产泡
沫十分严重，前些年从银行

系统放出来的货币，不少都
吸附在资产市场上。但是
随着挤泡沫战略的贯彻实
施，这部分资金很可能重回
商品市场，进而又推高通
胀。当然，若房地产泡沫破
裂，熊市能够确认，那 A 股
市场势必也能重启一轮大
行情。“通胀无牛市”的推论
或被打破。

而从全球货币扩张而
言，今明两年的大宗商品市
场极有可能纷纷重回 2008
年高点。由于危机之后，欧
美日和新兴经济体都在执
行量化宽松政策，货币的高
速扩张带来货币贬值。在
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
国际资本只能尽情追逐资
产 泡 沫 的 红 利 。 现 在 的
WTI 和布伦特油价分别爬
上了 110 美元和 120 美元。

特别是目前中东地缘政治
局势紧张，加上美联储可能
实施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油
价很有可能在上半年就能
创出 147 美元的前期最高
位。如此之下，国内的通胀
反弹趋势也就板上钉钉。

现在，由于 2 月份 CPI
的下跌，国内政策开始将更
多的注意力放在“稳增长”
的目标之上。尤其是货币
政策紧缩开始止步，并有着
再度放松货币的可能。显
然，在此微妙时刻放松对通
胀的警惕，是十分不理性
的。一种可取的政策选择
是在推进经济系统性改革
优化的前提下，维持货币财
政政策的以静制动，切不可
就此因政策的放松，而纵容
了通胀的快速掉转向上。

□倪金节（财经作家）

■ 投资观察 “注资”央企应设门槛、看回报
仅凭注资并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尤其是财政直接拨付不仅对全体纳税人不公平、也更容

易养成企业的依赖性。

■ 财经漫谭
目前中国人的储蓄

率达到 30%以上，存钱已
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
分。这是因为中国人不
敢 花 钱 。 为 什 么 不 敢
花？就因为社会福利和
社会保障力度不到位。

高储蓄率使得中国
除了将其中的一部分通
过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
借给美国外，剩下的就是
放款给企业，而企业将这
些钱用于投资。

近几年来，我国投资
率已经逐渐增长到 50%，
但私人消费却下降到30%
左右。就因为储蓄和投
资的“过度”，导致了中国
经济结构的失衡。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
都无法摆脱以 GDP 增长
速度作为评价指标，导致
了中国经济高投资现象
频繁出现，如高铁迅猛发
展、大型纪念性建筑大举
兴建等无不凸显了这一
问题。

据媒体报道，国资委正
在制定“十二五”央企注资规
划，电力、军工等行业的相关
央企有望通过国资委实施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获得注
资。另外，央企如开展战略
性资源海外收购、整体改制、
承担灾后重建等政策性亏
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
也有望获得国资委注资。

由于经济形势恶化，从
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央企
向国资委提出注资申请。例
如，由于铁路事故，南车、北
车股价下挫，难以实施上市
公司融资方案，今年 1月，国
资委通过财政部划拨国有资
本金预算各 20亿元给南车、
北车；另外，还有中铁建因参
与玉树灾后重建、并承担一
部分政策性亏损，也已向国
资委提交注资申请。

数据显示，国有企业盈
利情况并不乐观。财政部日
前公布数据显示，今年 1-2
月，我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
营业总收入 75020.6亿元，同
比增长 9.9%；累计实现利润
总额 3635 亿元，同比下降
10.9%。出现上述国企营收
上涨而利润下降的倒挂现
象，应该是多方面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

企业利润下降主要是受
总体经济形势影响，欧债危
机、国内经济放缓以及宏观
调控都使得国有企业利润持
续环比下降。另外，去年同
期由于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
润总额较高，也使得今年的
同比数据相应降低。

日前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教授张维迎称，国企
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

成长的主要的障碍之一。
国有企业利润的下滑，自然
让改制、重组等问题再度浮
上水面，也就难怪国资委决
定帮助那些负债率偏高、主
营业务亏损严重的企业渡
过难关。 当 然 ，从 目 前 的
情况看，国资委选择的行
业还是有一定的门槛，倾
向于优先照顾关系到国家
安全、属于国家经济命脉的
行业，对于已陷入全行业亏
损的钢铁业、有色等完全竞
争性 行 业 内 的 企 业 ，则 不
在注资范围。

央企是中国经济的安全
线，关乎注资来源、注资标
准、注资效果，不得不进行详
查。但事实上，仅凭注资并
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尤
其是财政直接拨付不仅对全
体纳税人不公平、也更容易

养成企业的依赖性。
在上一轮用于清除金

融危机影响的国资委注资
潮时，有学者曾建议，国资
委应该提前先调查国企经
营情况、确定回报基准，并
按照这一回报基准要求接
受 救 助 和 注 资 的 国 有 企
业，在填补亏损或开始盈
利后提高每年利润上缴比
例，从而在不同国企、国有
企业与纳税人的利益分配
之间求得平衡。但遗憾的
是，这些建议似乎并没有被
采纳。毫无疑问，围绕国企
的一系列问题，是中国经济
令人最担忧的问题，只有提
升效率的注资，才有价值，
否则不过是纳税人财富的
浪费，与新一轮的利益再
分配而已。

□王莹（上海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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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之言

成品油价调整后，93号
汽油价格进入“8”时代。涨
价前夕，各地司机闻风而动，
排队加油。《广州日报》报道，
在广州市的个别加油站，甚
至有货车车主提桶来加油，
“能省一点是一省”。

许小年

高储蓄致
结构失衡

日前，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
授许小年在厦大经济学
院建院30周年论坛上表
示，经济结构失衡，源于
过度储蓄和过度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