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在香港，只要向公司注册处
缴纳不到 2000 元并出示身
份证，最快6天后，新生意就
可以开张；除了16.5%的利得
税外，这里再没有任何眼花
缭乱的税种。不擅应酬？这
也并无大碍，与政府官员交往
过密，反倒可能引来麻烦。一
家来自内地的健身器材公司
负责人说，香港分公司的财务
报表“很干净”，没有任何其他
开支，“不用请吃饭”。

5月31日，瑞士洛桑国际
管理发展学院发表《2012 年
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连续
第二年以满分100分登上全
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榜首。
香港能够取得今天的发展成

就，与其长期奉行的政府“积
极不干预”政策关系很大。

尽管近年来针对市场环
境的优化，从中央到地方口
号不可谓不高调，各种政策
措施也花样繁多，但对比一
下香港的市场环境，内地的
市场环境依旧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这其中，政府、官员对
于市场的双重干预可能是最
为突出的问题所在。

作为一个仍在高速发展
中的国家，中国经济对于外
资环境是颇为敏感的，准确
地讲，从2011年2月份开始，
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就正
式进入“下降通道”。

一种倾向性的观点认
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

增速的持续下滑，说明了外
资对于中国经济的看法正在
转变——中国的人口红利正
在消失，而通胀所带来的资
源成本的上升，以及中国

“出口型经济模式”正在被
“内需衰退中”国际经济环
境，强迫转变为“内需型经
济模式”。再加上税收优惠
幅度已明显不如以往、而投
资软环境的改善却不甚明
显，这些因素都使得转型期
的中国经济对于全球资金
的吸引力正在降低，因为投
资获取收益的周期变得更
加漫长，并且不确定的经济
前景对于投资风险的“贡
献”正在加大。

尤其是从近期国际资金

流入的结构来看，计算机应
用服务业 、综 合 技 术 服 务
业、金融服务业实际使用外
资同比增长超过 30%，这似
乎说明了国际资本更加关
注中国的资本市场和信息
产业，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
明，外资更加倾向于金融服
务领域的中短期投资，而不
愿意涉足于制造业等较长
周期回报领域。

而与外资相比，民资所面
临的投资环境亦不乐观。尽管

“36条”、“新36条”透出的政策意
图不可谓不明确、形势不可谓不
利好，但截至目前，形式仍然大
于实质，2005年至今民资的经济
地位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和
改善。且不谈投资“天花板”、

“玻璃门”未能有效破解，就连
投资者一直期待的简化办事
程序在一些地方还停留在口
号层面。

当前，各方正在全力应
对经济下行压力，力图实现
稳增长。我们已经看到，货
币政策有了微调，财税政策
也正在加力发力。但要想
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扭转经
济困难局面，除财税政策、
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
要适度宽松以外，更加重要
的，是要给市场经济的所有
细胞创造一个宽松的商业环
境，尤其是为创业者创造一
个成本低、效率高、廉洁透明
的宽松商业环境。

□王莹（上海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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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大势

■ 楼市观察

“投机需求被挤出”
言之尚早

只要房价还存在上涨的空间，甚至短
期内有暴涨的预期，投机性需求就难以被
挤出。如果是自住型刚需集中释放推动的
房价微涨，那么，这种微涨很快就会消退。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秦虹日前在福州表示，
经过两年多的房地产调控，
现在市场上的投机性需求
基本上被挤出了市场（据6
月25日《上海证券报》）。

诚然，由于住房限购
等措施，个人很难在一个
城市购买多套住房用于投
资，但若断言“投机性需求
已被挤出”，则言之尚早。

此前，北京市住建委等
相关部门也曾说过，现在市
场上 90%以上都是自住型
需求，投资投机性需求基本
被挤出。但是，人们不禁要
问，那为何近期房地产市场
又出现了骚动呢？成交量
放大、部分城市价格微涨、
地王又现、千人排队拼抢楼
盘等现象在一线城市开始
涌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70 个城市房价数据显示，5
月份上涨城市比 4 月份多
一倍。仅凭刚需能搅起这
么大的“浪花”吗？

在笔者看来，在限购政
策没有任何松动情况下，应
该说这波行情主要是自住
型刚需拉动的。在此前较
长时间里，自住型刚需由于
预期房价继续下行，因此，
从去年初最严厉调控至今
一直在等待观望，没有实
施购买行为。近期，在存
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下调的
宏观微调下，以及个别部委
放出一些容易让市场误解
曲解的政策信号怂恿下，刚
性需求由于担心调控再次
落空，集中投入购买，集聚

了一年多的刚需集中释放
出来，成为推动这波行情的
主要原因。

但不可否认的是，除刚
需外，一些投资性需求也已
经进入市场并再次兴风作
浪。同时，一些地方政府放
松或者变相放松限购政策
致使一小部分投资投机性
需求浑水摸鱼进入市场，对
市场形成一定需求压力。
只要房价还存在上涨的空
间，甚至短期内有暴涨的预
期，投机性需求就难以被挤
出。因此，现在说“投机性
需求基本上被挤出了市场”
言之尚早。

其实，只要限购政策不
退出，那么，市场中的自住
型刚需就对调控构不成威
胁，动摇不了房价整体下行
的大势，改变不了房价逐步
走低的方向。如果是自住
型刚需集中释放推动的房
价微涨，那么，这种微涨很
快就会消退。首先，刚需
非常有限，而且刚需一旦
购买后就会退出市场。不
像 投 机 性 炒 房 一 波 又 一
波，最终吹大泡沫。其次，
满足自住型刚需的供给渠
道多、数量大，商品房市场
的中小户型住房，正在加快
建设的保障性住房都将很
快投入市场。

总之，只要坚持调控不
动摇，只要限购政策不松懈
不退出，地王出现、房价微
涨、千人排队抢购楼盘等都
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

□余丰慧（河南 职员）

新卖炭翁
《证券日报》报道，“心忧炭

贱愿天寒”是唐代诗人白居易
所著《卖炭翁》中最著名的一
句。而在今天，煤老板们却希
望天气能够热一点、更热一点，
因为只有气温高了，居民用电
才会上升，用煤量才能提升。

目前，无论港口、电企，煤
炭库存都创出新高，而电企的
消耗量却创出新低。据预测，
由于工业用电下滑，今年夏天
将会出现十年来首次无电荒的
现象。伴随着用电量的下滑，
多年来煤企的卖方市场，变成
了电企的买方市场。

●随着 6 月末国内银
行考核时点逼近，花钱买
存款甚至高息揽储倾向
又有所抬头。据哈尔滨
一位“存款掮客”接受采
访时透露，“现在已有银
行 提 出 100 万 元 给 5000
元 ，存 7 天 后 收 益 就 是
35000 元，这是我最近两
年来的最高价。”

据《时代商报》
短评：好看的数据往

往来自于不靠谱的考核。

●河南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等 6部门联合下
发通知规定，凡家庭名下
(含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
子女)无房产登记购房的
均视为首套房，金融机
构在风险收益平衡的基
础上，原则上应给予基
准利率下浮 30%幅度内
的优惠。

据《大河报》
短评：调控前景明了。

●蒜商一心想低价
收购，高于 3.5 元不收，蒜
农却低于 4 元死活不卖，
市场一片冷清……蒜商
把这样的大蒜市场称作

“死市”，空有行情却无
法成交，而起因就在于
买卖双方的心理价位出
现落差。

据《北京晨报》
短评：没 有 做 空 机

制，必然会成“死市”。

●日本一家名为未
来工业的电气设备公司
用极其独特的方法提高
业绩。独特之处在员工
制度：劳动基本定额，全
面禁止加班，扣除带薪假
期，每年还可以休息 140
天。全部员工都是正式
社员，该公司也因此被人
们称为全日本员工最幸
福的公司。未来工业的
社长山田昭男认为，社长
的工作就是让员工幸福，

“就是如何分饼，以让员
工为了公司而努力。不
要将员工当成成本。”

据新华网
短评：员工更是生产力。

●从 7 月 1 日起，新
修订后的《闲置土地处置
办法》即将实施，各地存
在“囤地”行为的房地产
开发商们将面临大考。
据上海浦东新区规土局
透露，近期已将关注度较
高 的 闲 置 土 地 案 例 上
报。实际上，由于土地动
迁存在障碍，“土地闲置”
往往被归为政府责任，开
发商被处罚的案例并不
多。相反，土地闲置，价
格飞涨，房产商们却能从
中获得相当可观的利益。

据中广网
短评：产 品 有 质 量

问题，却要罚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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