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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观察

从2009年至今,河南
省登封市君召乡26名从
事矿石粉碎生产的工人
先后被诊断为尘肺病。
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得
到4万元至5万元的救助
款 ,把对用工方的索赔
权和追诉权“卖”给了乡
政府。( 7月7日《京华时
报》) 漫画/曹一

7月 5日，国务院发布
《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
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及其解
读，这是6月“钱荒”过后，国
务院就相关领域发布的首
个公开文件。

《意见》中有关货币政
策最核心的阐述为“继续执
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因经
济增速放缓转向宽松，也不
因当前一时货币增长较快
而转向紧缩”。这个表态，尤
其是后一部分“不因一时货
币增长较快而转向紧缩”的
说法，明显有回应6月市场
普遍预期的意味。这句话表
明，一段时间内货币供应既

不会有增量，也不会转向紧
缩，具体讲就是维持现状。

6月份银行间市场是剧
烈波动的，在这个过程中很
多人出现了判断误区，认为
完善中国市场必须要断腕
式、危机式的改革，甚至有
些人认为此次调整是中央
直接的政策意图。《意见》有
对 6月政策拨乱反正的意
味，奠定了下一阶段货币政
策求稳的基调，对金融市场
有稳定作用。

中国金融改革重点是
制度上的改革，核心是利率
市场化。此前我们看到的是
银行间交易方面的一些市
场波动，这一波事件更多的

是整顿，而非改革。事实上，
6月的银行间市场信贷紧缩
对中国经济弊大于利，不利
于中国新基准利率的形成
及金融自由化，同时出现大
型银行将恢复主导地位等
问题。

此次国务院表态基本
延续了从3月份开始对理财
产品监管的思路，同时重申
了理财产品的发展将有利于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在理财
与贷款分离的监管下，理财产
品将逐渐向债券基金转变，将
以购买债券为主要投资标的。
(摘编自《21世纪经济报道》对
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
济学家陆挺的专访)

后半年货币政策“求稳”

>>媒体视点

中国证监会5日宣布，
近日国务院已同意开展国
债期货交易。遥想当年，国
债期货作为中国第一个金
融期货1993年10月就向个
人投资者开放交易了。然
而，1 9 9 5年 2月 2 3日，围绕

“保值贴补”的市场传闻，
中经开和万国证券在国债

“ 3 2 7合约”上展开多空恶
战。随后上交所宣布交易
无效，本来狂赚一笔的万国
证券就此破产。

这个关于贪婪机构和
孱弱监管的故事一点也不
美好，而其产生的影响更是
改写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历
史：鉴于“屡次发生由严重

违规交易引起的风波，在国
内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证监会“暂停”了国债期货
交易试点。

就监管而言，更有借鉴
意 义 的 也 许是一 件 不 如

“327”惹眼的事情：在“327风
波”发生后第三天，有关部
门紧急颁发《国债期货交易
管理暂行办法》，采取了提高
保证金比例、设置涨跌停板
等措施，以期抑制投机。但在
同年5月，还是爆发了起因和
手法都与“327事件”极为相
似的“319恶性违规事件”。
这才是最终压垮国债期货
的一根稻草，因为它彻底粉
碎了靠技术上的小修小补

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
也许，比技术更重要的

是制度；比制度更重要的，
是执行制度的决心。“推倒”
已属不易，“重来”更是艰
难。国债期货是再也输不起
了，这次重启必须是格式化
后的“硬启动”。

“目前从各方面的情况
看，我国尚不具备开展国债
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暂
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紧急
通知里的这句话犹在耳畔，

“各方面”都应无数次用这
句话提醒自己、查遗堵漏，
才可以多少摊薄未来的机
会成本。(摘自《经济日报》，
作者齐开)

国债期货是输不起的“硬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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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空调屋更容易贴近群众
达到一定程度的高温也是种灾害，不能满足于不疼不痒的应对。领导干部可不能老呆在空调屋里，把“高温经济”、““冒酷

暑、战高温”这样的说法挂在嘴边，应该多体验下群众的难处，争取拿出更多“清凉”的行动来。

本报评论员 赵丽

高温愈演愈烈。昨天是
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赤日
炎炎，山东省气象台发布高
温黄色预警信号。不光是我
省，连日来，高温热浪已经席
卷了全国许多地区，有的地
方最高温度甚至超过40℃。

炽热的太阳烤着谁都难
受，不过，对那些一线劳动
者、家境不太好的老百姓来
说，这种天气更难熬。实际
上，达到一定程度的高温也

是种灾害，不能满足于不疼
不痒的应对。领导干部可不
能老呆在空调屋里，把“高温
经济”、“冒酷暑、战高温”这
样的说法挂在嘴边，应该多
体验下群众的难处，争取拿
出更多“清凉”的行动来。

每到酷暑时节，从上到
下通常会采取各类劳动保护
及防暑降温措施，但遗憾的
是，有相当数量的措施是“雷
声大雨点小”，最后流于形
式，不了了之。出现这种情况
原因很多，部分公职人员，尤

其是领导干部未能和老百姓
感同身受是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已经证明，高温达
到一定程度，对老百姓生活、
工作造成的困扰是很严重
的。远的不说，在今夏出现的
高温天气里，中暑、热晕的案
例已经出现。2010年8月前后
的那场高温天气，甚至夺走
了多位户外劳动者的生命。

不过，当下有相当数量
的地方政府，只是把高温应
对当做例行公事来抓，该吆
喝时吆喝一下，对待高温远

不像对待台风、洪涝、暴雨那
么重视。许多领导干部有这
样的思维：高温虽然折磨人，
但“忍忍就过去了”，不必搞
得多兴师动众。有些地方甚
至还要发挥战斗豪情，把“冒
酷暑、战高温”当成职业精神
来提倡，甚至把高温视作拉
动消费需求的商机。

面对群众提出的高温补
贴发放不到位、纳凉消暑场
所 少 、绿树消失太 快 等 意
见 ，有 些 人 甚 至 认 为 这是

“娇气”的表现，“以前啥都

没有时怎么能习惯？”当高温
下的劳动保护、民生诉求和
招商引资、地方GDP发生冲
突时，他们对前者更是提不
起兴趣来。

说到底，虽然在同一个
太阳底下，但由于身份、职业
和贫富的不同，高温对个人
造成的影响也是有区别的。
露天劳作和呆在冷气房里肯
定不一样，一直吹空调(不用
心疼电费)和没空调(或者要
省电费)也不一样。如果平时

“深居简出”、晒不着太阳，自

然很难体会到高温对普通家
庭造成的苦恼，也摸不清应
该做些什么。

现在显然已经过了不顾
个人的尊严、健康，一味让人
们在高温中比拼忍耐力的时
代，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能走
出空调房，多去体验老百姓
的难处，将心比心，看看烈日
当头自己是不是忍受得了，
看看老百姓最需要什么。眼
下还没入伏，今年的高温天
才刚开了个头，有些事情要
做还是来得及的。

放过卡马乔的税，和足协算算账
足协与卡马乔的恩怨是非远比球场惨败更值得关注，因为它彻底暴露了中国足球在根子上的缺陷。说到底，足协这个戴戴

“红顶子”的协会，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与职业体育、市场经济有着格格不入的气质。这才是双方连分手都出问题的根根源。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中国足协似乎又摊上大
事了。刚被解聘的中国男足
主教练卡马乔日前发表声
明，由于中国足协在突然解
除其职务后没有按照合同履
约，他将向国际足联和国际
体育仲裁法庭寻求援助。

根据媒体的报道，双方
目前的分歧在于卡马乔的巨
额税费由谁来承担。这是个
让局外人颇感费解的问题，
因为卡马乔算是国际名帅，
足协当初为了请到他也许了
天价薪水，双方的合作不是

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其
中的税费问题应该由白纸黑
字写明了才对。据说卡马乔
持有标准合同，他敢“上诉”，
显然更有胜算。在国足1：5负
于泰国队的惨败之后，足协
若是再折了这一阵，真的要
如球迷所言“输球输钱又输
人”了。

当然，足协并不认为自己
在耍赖，他们认为卡马乔执教
两年，“基本未能按照合同约
定，带领中国国家队出色完成
比赛任务，也未能给中国国家
队带来积极有效的变化，在比
赛成绩、队伍变化、国际排名等

各个方面，都不进反退，甚至达
到历史最低点，其执教成效受
到了广泛质疑。”这些说起来也
基本属实，但是情理上可以理
解的，在法理上未必讲得通。所
谓的“出色完成任务”、“积极有
效的变化”等要求，如果没有在
合同上与具体指标挂钩，便无
任何约束力。如果足协认为卡
马乔“敲竹杠”，只需要拿出合
同有一说一，无需诉诸悲情。花
巨款砸出个“历史最低点”，只
能证明“钱多人傻”，现在自作
聪明东拉西扯，又暴露出了信
誉问题。

现在不少球迷认为，足

协在与卡马乔的争执中“丧
权辱国”。古人云，人必自辱
而后人辱之。足协遭受耻辱，
其实不是卡马乔恃强凌弱，
而是自己早就挖了个自辱的
坑。现在足协与卡马乔谈来
谈去旷日持久，当初下聘书
时却是相当雷厉风行，不到
一周就敲定了，根本就没顾
得琢磨怎么纳税的问题，据
说选帅小组中也无一人有法
律、税务和商务谈判背景。或
许在足协看来，能请到卡马
乔已经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了，人家肯来就不错了，哪还
好意思提那么多要求。

尽管足协现在仍然没有
放弃继续谈判的立场，但前
景已经很不乐观。从某个角
度讲，足协与卡马乔的恩怨
是非远比球场惨败更值得关
注，因为它彻底暴露了中国
足球在根子上的缺陷。不惜
重金请洋帅，试图走终南捷
径，暴露了急功近利的思想；
签约时大包大揽，责权利不
清，暴露了权力本位的衙门
作风；解约时言不及义的纠
缠，暴露了契约精神的欠缺。
一些低级错误在地方俱乐部
都不常见了，足协作为管理
者反而漏洞百出，不能不令

人深思。说到底，足协这个戴
“红顶子”的协会，一套人马
两块牌子，与职业体育、市场
经济有着格格不入的气质。
这才是双方连分手都出问题
的根源。

足协与卡马乔的分手源
于一场耻辱的惨败，之后卡
马乔成了顶缸的。但中国足
球能否迎来转机却不在于卡
马乔的去留，关键还在于它
能否从足协颟顸落后的管理
体制中走出来。现在与其关
注卡马乔的税费，倒不如认
真地跟足协算算账，为中国
足球留一点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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