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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会不会硬着陆
调控会不会转方向

又到美国大选季，每一位候选人都需要
一个安全的攻击对象。现在美国政治家斗
法，经济问题是热点，但缺少好的解决方案；
国际关系选民兴趣缺乏，但容易预设立场。
有没有集两者之长的议题？有一个现成的：
人民币汇率。

时下在华盛顿，谈到人民币汇率唯一
安全的立场是呼吁对中国政府继续施压。
尽管汇率操纵现在有了一个更中性的名称：

汇率失调，人民币的妖魔形象丝毫不减。据
《华尔街日报》报道，共和党最主要的总统候
选人Mitt Romney誓言，如果他成功当选，那
么在2013年入主白宫的第一天，他将命令美
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威胁
说，如果中国不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美
国将实施惩罚性关税等措施。

如果美国参议院支持汇率法案的人真
以为，人民币的硬度和华盛顿的硬度成正

比，那他们就要犯大错误了。北京不可能在
全球经济动荡时期，为屈服于外部的政治压
力让人民币升值而伤及本国出口业。目前
因为国内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经济增长放缓
刚刚开始，北京还能保持人民币稳定升值。
到明年，随着市场对通货膨胀忧虑减缓，对
经济增长担忧增加，要保持人民币以目前的
速度升值就更难了。在这个问题上，北京对
美国人的态度不感兴趣。 陈序

“佛山无影脚”
不该踢“限购令”

徐刚领

10 月 11 日上午，佛山市公布楼市调
控新政，宣布从12日起放宽此前颁布的限
购政策。然而，该市在当天夜里又紧急叫
停了这个全国第一个楼市限购“放宽
令”。早上发布政策晚上叫停，佛山上演
货真价实的“朝令夕改”。

武术电影里的“佛山无影脚”威名远
扬，如今却踢中了敏感的“限购令”，结果
可想而知，“无影脚”真的无影无踪了。

自2010年4月份“国十条”颁布以来，
这轮号称“史上最严的调控”至今已整整
一年半了。那么，“战果”如何呢？

各方的信息表示，价格差不多还是那
个价格，但是，楼市的成交量的确萎缩了，
市场观望氛围越发浓厚了。可见，限购、
限贷等举措功劳还是挺大的，然而，买房
人翘首以盼的“房价回归到合理水平”还
真没见到。

楼市调控，无疑是一场中央政府、地
方政府、开发商、购房人之间的博弈。

佛山市此次为何如此急于取消“限购
令”？很显然，这一切，都是土地财政给

“闹”的。限购令之下，房价下跌，楼市低
迷，政府卖地所得的土地出让金大减。对
于土地收入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地
方政府而言，当然HOLD不住。土地财政
之下的地方政府，如果没有找到替代性的

“钱袋子”，谁舍得对高房价痛下杀手？
佛山楼市政策刚一放宽，就被打回原

形，说明了什么？虽然佛山紧急叫停这个
全国第一个楼市限购“放宽令”，很可能并
非其本意，但是，此举正好说明，“楼市调
控不会转向，限购政策亦不会转向。”

无疑，佛山的限购松绑一旦成功，其
他城市必然蜂拥跟进，这一轮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的楼市调控必将功亏一篑。当前
调控正进入关键时期，一方面成交量低
迷、购房者观望，另一方面是资金链紧绷
只剩下“裤衩”的开发商硬扛不降价。房
价仍处于僵持、拉锯阶段，真正的反转和
拐点尚未出现。如果这时“不明不白”就
退出了调控，那么调控结束后的大反弹则
更令人担忧。大家不会忘记，2008年全球
闹腾金融海啸时，我国的房价刚一松动，
各厢又在忙活着救市。结果大家都看到
了，楼价报复性上涨，从而引来新一轮更
为严厉的楼市调控。

如果把楼市调控比作一局围棋，目前
也只是步入中盘，尚未走到收官阶段。虽
然已有“砖家”在预测调控政策何时退出，
但是，就目前情况看，收官时机尚不成熟，

“同志仍须努力”。成交量降下来不是目
的，“房价回归到合理水平”才是百姓所愿。

检测地沟油
@余胜海：【检测地沟油比卫星上天还难？】针对我国地沟油泛滥的问题，卫生部组织

科技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七部门联合攻关，研究地沟油检验方法。地沟油盛行20多
年了，媒体不断曝光，这条罪恶的产业链明摆着，查起来比查贩毒要容易得多，政府却在
研究它的检验方法。难道想让地沟油合法化，继续毒害老百姓？

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型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向消费驱动型经济

转型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命题，靠中国需求拉动世界增长也不现实。事实证明，依靠任何
单一国家作为世界主要净需求方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再或是将
来都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将增加全球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与脆弱性, 导致全球经济需求
结构、增长结构失衡。

淘宝事件
@郎咸平：淘宝事件是小店在高税费、房租工资大涨压力下对低成本经商渴望破灭

的反应。但是更糟糕的是政府已经盯住了网购市场。武汉国税局开出430万税单,而且皇
冠级以上网店都将收税。如果政府全面对网购收税,将进一步打击内需和企业营商环境,
使得目前困难经济更加雪上加霜。

相对论
相对论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
任潘建成日前在天津表示，当前我国经济不会
硬着陆，宏观调控政策转向时机尚未成熟。

据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统计，1~8月份，
私营企业实现利润 8871 亿元，同比增长
45.6％，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18362亿元，同比
增长33.8％，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
10175亿元，同比增长20.6％。

潘建成表示，一方面我国 PMI 指数、企业

订单及从业人员指数呈上升态势，表明经济尚
处于扩张状态，而民营企业盈利能力好于国有
及国有控股企业，则表明民间经济更加活跃，
企业对我国未来经济形势仍充满信心。

“应该担心的不是硬着陆，而是针对转型
的调控成效不明显，第二产业产值攀升至GDP
半壁江山，重工业增长抬头再次反映目前增长
对投资的依赖性。”

另一方面，宏观经济运行仍存在一些突出

问题。一是小微型企业融资现状不容乐观，二
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抑制了国内消费。家电更
新升级、电子产品与汽车消费、服务及文化消费
将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内需的强力支撑。

潘建成认为，四季度全国投资增速可能温
和回落，但会有结构性差异；消费将平稳增长，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望提速；出口增速趋于回
落，外贸对GDP贡献减弱或负贡献加大，宏观
调控政策取向将保持稳定。 据新华社电

经世微言

说三道 市

一直以来，养蜂采蜜被视为“甜蜜的事业”，然而，有消
息称，造假已成为蜂蜜行业潜规则。在食品安全事件频发
的背景下，此事再度引发人们对蜂蜜质量的质疑和忧虑。

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新乡试验站站长张中印介绍，
在业内人士看来，蜂蜜造假由来已久，手法多样且不断翻
新。截至目前，已知的造假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在
蜂蜜生产季节，用白糖或糖浆直接喂养蜜蜂；二是将糖浆
掺在蜂蜜里或者直接勾兑包装出售；三是在同为真蜂蜜
的情况下，把价格低的掺入价格高的当中，以次充好。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假蜜泛滥，真蜂蜜的价格一
直受到冲击，不但销售不畅，而且价格也难以回归蜂蜜本
身价值，有时甚至低至与白糖价格相当，由此在蜂蜜业内
形成“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让不少养蜂农格外“受伤”。

经济图界

造假已成为
蜂蜜行业潜规则

人民币的硬度和美国人的硬度不成正比

扶持中小微企业
应成为基本国策

仅仅依靠几条救急的举措想改善中
小微企业的生存困境，仅仅依靠一些临时
性的举措想让小微企业回归实业，无疑是
不现实的。中小（微）企业作为中国经济
的命脉之所在，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细胞，
中小（微）企业不稳，宏观经济难以长期向
好。因此，无论是对民间借贷，还是中小
（微）企业的政策，都不应是短期、临时性
的，更不应是简单扶持性的，而应将其放
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层面，出台框架性
的制度性方案，给中小（微）企业以长期的
预期。 ——财经评论员马光远

非常 道
郎咸平郎咸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