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7月10日 星期三
编辑：娄士强 组版：刘燕

时评

不妨多做一些
“笨活”和“慢活”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全国300多个城市的土
地出让金比去年高出六成，
一些热点城市半年卖地收
入已接近去年全年。这表明
严厉的调控没有遏制土地
市场的火爆。

地市火爆为一些手中
缺钱的地方政府解了燃眉
之急，但是对“土地财政”的
依赖也很可能使楼市调控
再次成为“空调”。更让人忧
虑的是，城市建设用地总是
有限的，“土地财政”也是不
可持续的，一些地方政府对
此心知肚明，依然击鼓传
花，如此下去只会使矛盾越
积越大，而改革和转型的动
力却可能因此逐渐消弭。

这些年，无论是持币观
望的，还是已经沦为“房奴”
的，都有一个深刻的体会，
房价其实是随着地价水涨
船高。“面粉”涨了，“面包”
就不会便宜。开发商有亏本

“跑路”的，而地方政府都是
稳赚不赔。这也是楼市调控
在地方不断遇阻的主要原
因。高昂的房价使农民进城

的步伐放慢了，使年轻人创
业的勇气消失了，使中产阶
层背负了沉重的包袱，甚至
拖累了经济的健康发展，种
种恶果已经显现，将来可能
还会更加严重。无需专家建
言，普通群众也都能感觉到
目前这种模式很难成为长
久之策，如果地方政府不能
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中解
脱出来，限购、限价等行政
手段都治不了房价畸高的
病根。

一些地方政府作为当
局者，应该比旁观者更明白

“土地财政”之路越走越难、
越走越险，为什么还是乐此
不疲？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恐
怕是已经没有耐心去做“慢
工出细活”的工作了。对一
些急于大发展、快发展的地
方政府来说，相比于出让土
地，通过发展实体经济涵养
财源实在是太笨拙了。发展
实体经济需要遵循其内在
的规律，品牌企业的打造也
需要长时间的精雕细琢。面
对各种政绩考核指标，地方
政府往往很难沉得下心去
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
工程，而是更热衷于能给自

己贴金的面子工程和短期
行为。因土地获利大拆大
建，因大拆大建债务缠身，
因债务缠身不得不加速卖
地，一些地方政府恐怕已经
觉察到了这种势头不太美
妙，但是也知道为官一任不
过三五年，在有限的时间内
他们更愿意把问题留给后
来者，而且这看上去也不
难。

曾几何时，中国股市也
是一路高歌让人振奋，但事
实证明击鼓传花的游戏终
有鼓点落定的时候。股市上
的惨痛教训，已经使不少人
对增加财产性收入失去了
信心，而楼市重蹈覆辙的
话，无疑会使更多的人遭受
更大的利益损失。这不但动
摇政府威信，也容易激化社
会矛盾。玩击鼓传花太快太
轻巧，负责任的地方政府不
妨多做一些“笨活”和“慢
活”。为此，地方政府应该有
碰触难题的勇气和破解迷
局的耐心，及早从“土地财
政”的路径依赖中走出来，
探索模式转型。这需要群众
的支持，更需要制度的鞭策
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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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赵丽

日照市近日举行建筑
施工安全观摩会，有43家企
业未参加。该市住建委对这
些企业进行通报批评，并记
入不良行为记录。据介绍，这
43家企业缺席原因主要是企
业重视程度不够、负责人忘
记以及一些小型企业接不
到活。(本报今日A08版)

比起缺席，更让人担心
的是企业不重视建筑施工
安全的态度。说实话，如果
企业不把安全生产放到足
够高的位置，为了快进度、
低成本可以把安全生产放
到一边，那开多少场观摩会
估计效果都不大。从这个意
义上说，要让企业自觉绷紧
安全弦，首要一点，就是让
其为违规行为付出足够的
代价。

建筑业是一个劳动条
件差、劳动风险高的行业。
面对该行业严峻的安全形
势，各地采取了许多措施，
现场观摩会、情况通报会等
都是较常采用的方式。企业
缺席这类会议，虽然可能有

这样那样的原因(包括会议
内容安排等原因 )，但归根
结底，还是因为内心深处根
本没把这当成大事。试想，
如果不是施工安全观摩会，
而是项目招投标会、市场推
介会，企业负责人“忘了参
加”的可能性肯定会小得
多。

这种不在乎的态度是
非常可怕的。现实中，有些
企业确实是“因无知而无
畏”，有一些却是被利润最
大化的诱惑蒙蔽了眼睛。他
们并非不知道“安全重于泰
山”，“生命比天大”这些道
理，但当违规操作的收益高
于要付出的成本时，还是会
选择铤而走险，把安全生产
的章程抛到脑后。在这些企
业的算盘里，强行压缩工期、
不在安全设施上进行投入这
些做法不一定会导致事故，
即使出了事造成个别伤亡，
私底下赔上几十万元就完事
了，这笔账总归是合算的。

这种“出点小事花点小
钱就能摆平”的想法，让一
些人没了顾忌，而现实中，
建筑农民工的伤亡赔偿，确

实也很难让这些企业感到
“肉痛”。2012年12月，北京大
学、香港理工大学等联合发
布了一份调查报告，对73个
建筑工人五年间的工伤案
例进行了调研分析。该报告
指出，在这些遭遇工伤事故
的工人中，没有一例有正规
的劳动合同与工伤保险。报
告显示，有15 . 1%的工人选
择了按照工伤维权程序维
权，但从结果来看，都没有
获得自己本应获得的工伤
赔偿。在工伤维权的关键难
点调查中，60 . 2%的工人选择
了“劳动关系认定”，21 . 9%的
人选择了“赔付执行难”。工
伤维权这条路无比艰辛，许
多人只好选择私了。

出大事是运气不好，出
小事不必多紧张。那些过度
追求利润又心存侥幸的企
业，对安全生产确实缺少基
本的敬畏。没有足够严厉的
惩罚无法使他们警醒。如果
一旦出现人为事故，他们必
须付出合理的伤亡赔偿，要
接受惩罚性的罚金，要被限
制资质甚至取缔，也许他们
的“安全弦”会绷紧许多。

水里和陆地的不是一
个部门管，一氧化碳和二氧
化碳不是一个部门管。我听
说世界上有四大尴尬部门，
中国的环保部就是其中之
一。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的
这番话，很生动地说明了环
境保护问题上的现实困境：
环保部门与其他部门相互
交叉的职能太多 ,而且很多
部门还是作为政府组成机
构的强势部门。一个问题由
多个部门管理，一旦出现问
题，反而变成了无人管理。

一个会议能够在本单
位会议室开，为什么一定要
去饭店开？

财政部近日发出通知，
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
对2013年一般性支出统一
按5%比例压减。湖北省统计
局副局长叶青撰文称，行政
经费“只减不增”应该常态
化，在现实生活中就有很多
节约的空间。

鄂尔多斯城市绿化好，
夏天凉爽，可以想办法吸引
全国游客来鄂尔多斯旅游

观光，吸取房地产泡沫教
训。

在房地产业和煤炭业
两大主力引擎熄火之后，鄂
尔多斯一直潜伏着的“三角
债”矛盾也凸显出来，有媒
体报道称，当地政府向企业
借款15亿元，用来给公务员
发工资。在接受采访时，当
地一位“赋闲”在家的房产
中介人员如此评价道。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一语中的

自春节至6月中旬，人
民币汇率一直快速上行，先
后21次刷新汇改以来新高。
人民币的强势，吸引了大量
热钱进入，从而更强化了人
民币升值压力。如果人民币
对美元升值过快，意味着当
美联储政策发生反转的时
候，人民币站得更高，跳下
来摔得就会更惨。上半年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日
本执行“安倍经济学”，日
元大幅贬值，并带动韩元
以及东南亚货币贬值。而
日韩货币贬值对中国的冲
击在未来可能超出想象，即
未来中国出口可能会继续
回落和恶化。

一种市场主流的理解
是，人民币保持强势是为了
防止资本外流。而事实上，

倘若人民币脱离实际而高
估的话，出口回落以及资产
泡沫可能导致未来贬值预
期更强，在美联储政策冲击
之下，这种高估产生的堰塞
湖的伤害可能更大。

中国应非常清楚，过去
几年，人工成本连续大增，
这不仅包括工资，还有劳
动法所规定的各种社会保
障成本。在外需萎缩、人民
币升值的背景下，几重伤害
很可能让中国制造业越来
越空心化，这也是货币流
向虚拟经济的主要原因。
而同期，美国则一直努力实
现“再工业化”，吸引“制造
业”回流。由于人民币维持
强势以及内部通胀，直接冲
击了制造业出口，再加上地
方依靠债务的投资无法持

续，中国的实体经济面临过
剩、利润率下降等风险。这
种局面也是货币大量流向
地方平台、地产业的主要
原因。

由此可见，中国若要扶
持实体经济，首先应暂停人
民币升值步伐，甚至需要贬
值来巩固制造业。当前尽管
监管层通过发出货币紧缩
的信号来促进金融支持实
体经济，但这也会伤害制造
业。当然，货币贬值会造成
资本外流，并进一步形成紧
缩效应。但不贬值的话，在
美联储政策反转的背景下，
出口遭受重创及虚拟经济
过火也会鼓励资本外流，这
是一个无法逃避的事件。

(摘自《21世纪经济报
道》，作者张立伟)

人民币强弱转换正当其时

>>媒体视点

6月中旬以来，包括摩
根士丹利、瑞银、苏格兰皇
家银行、澳新银行以及巴克
莱等均下调了2013年中国
经济的增长预期，大多都控
制在7 . 5%的政府目标附近。

一旦这成为事实，将是
经济第一次下探到政府年
初设定的增长“红线”以下。
是“保增长”还是继续“调结
构”，两个最经常被连在一
起的政策目标不可避免将
迎来正面碰撞。

同样是增速出现拐点，
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目前的
形势与去年此时的境况如
出一辙。当时，为了挽救经
济的下滑态势，央行分别于
6月8日和7月6日实施降息。

但在接下来的两个季度，
GD P的增速仅为 7 . 4 %和
7 . 9%。由于地方政府恐惧经
济大幅下滑，纷纷推出总额
超千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或许是“扩张依赖症”的
前车之鉴，让决策层在今年面
对同样的“增长诱惑”时有了
更多的考虑。继6月19日提出
要盘活货币存量之后，7月3日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度抛
出要激活财政资金存量。“存
量”成为总理调控路线中重
要的关键词。这几乎宣告政
府不会以大规模的资金刺激
来“稳增长”。在“稳增长”与

“调结构”的博弈中，天平开
始向后者倾斜。

向存量开刀，即是向既

有的运行机制提出了挑战。
在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关
于激活货币资金存量的阐述
中，整改、盘活、看住和压缩
八个字已经勾勒出了下一步
财政改革的路径——— 提升行
政效率和强化财政预算管
理。整改：把挤占、挪用的钱
归位，把“跑冒滴漏”的钱堵
住；盘活：用好闲置、沉淀的
财政资金，集中有限的资金
用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
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看
住：管好扶贫、社保资金等群
众的“保命钱”；压缩：“三公”
经费。这是上半年以来，总理
改革路线的一次集中阐述。

(摘自《中国经营报》，作
者谭志娟)

中国进入“存量”时代

>>评论员观察

企业有痛感了
才会看重“安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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