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周财经言论

本报记者 李虎 整理

在这本书中，《第三次工
业革命》作者开创性地探讨
了极致生产力、协同共享、产
消者、生物圈生活方式等全
新的概念，详细地描述了数
以百万计的人生产和生活模
式的转变。他认为，“产消者”
正在以近乎零成本的方式制
作并分享自己的信息、娱乐、
绿色能源和3D打印产品。他
们也通过社交媒体、租赁商、
合作组织以极低或零成本的
模式分享汽车、住房、服装和
其他物品；学生更多地参与
到基于零成本模式的开放式
网络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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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年：

大家都在抄

“中国制造就在我
们家门口，我们觉得
做出一模一样的产品
很容易，大家都是抄，
凡客也不例外。”

——— 凡客CEO陈年
12月2日在中国高成长企业
CEO峰会上分享了他的教训，
中国制造是知其然，不知其所
以然。国内企业执行力快，上
规模快，这不是真相，真相是
企业缺基本功，缺所以然，凡
客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政府百分之一百、百分
之一千会救市。政府离不开
房地产，如果这世上有一种
爱是真爱的话，就是中国政
府对房地产的爱。”

——— 经济学家马光远近
日表示，房地产行业去年到
位的融资额是12 . 2万亿，超
过全社会融资额70%，也可
以说，全社会百分之七十的
钱都进了房地产。房地产行
业一直是中国经济晴雨表，
如果房地产不好，政府肯定
会救市。

“中国制造业现在碰到
了空前的困难，中国制造业
以往的廉价成本优势已经丧
失。”

———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
德旺12月1日表示，中国的基
础设施建设和地产建设太
多，需要大量劳动力，不但挤
占了制造业劳力的市场，而
且让用工价格直接上升，资
金和物流成本也随之上扬，
加之欧美经济下滑减少了外
需，又恰逢人民币升值，一下
子把实业挤扁了。

“影响房价的因素很多，
最主要的是市场供求关系，
还有税收法律、国家宏观经
济走向等，不动产登记制度
并不直接影响房价。”

——— 住建部专家顾云昌
表示，如果明年3月开始登
记，完成登记还要好几年，现
在谈不动产登记制度对房价
的影响为时过早。

本报记者 姜宁

拯救房地产？

在央行下调存贷款利率之初，几乎所
有的专家学者都认为，央行此举是为了救
市——— 拯救房地产行业。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12月1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11月份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
宅均价为10589元/平方米，环比、同比再
次双双下跌。100个城市中82个城市住宅
价格同比下跌，下跌城市个数较上月增加
4个。也就是说，超过八成城市房价已回调
至一年前水平。

价格下降也激发了市民买房的欲望，截
至11月中旬，北上广深四个城市的土地出让
金高达4519亿元，平均楼面单价比去年同期
大涨53 . 4%。从10月开始，除上述四城之外
的所有城市均取消限购限贷政策，楼市交易
迅速恢复，连跌价较狠的杭州市，都在今年
10月创下2009年以来的交易最高纪录。

但是毫无疑问，如今股市大涨，已经
成功地将投资者的目光从楼市上吸引到
了股市当中，“卖房炒股”的论调一日高过
一日。

金融市场“新四万”亿效应

但是很多人不禁要问，在现在这种经
济新常态下，上市公司盈利预期没有变
化，风险溢价在增加的情况下，A股为什
么涨？凭什么涨？种种猜测皆有。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阴谋论。一
些财经评论员认为，现在股市大涨，或许
是因为美元走强，中国政府为了防热钱流
走，避免重蹈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东南
亚国家的教训，才力推股市上行。

一方面是央行降息，宣布进入降准
通道，股市大涨，房地产开始过“暖冬”；
一方面是经济环境并未回暖，中小企业
融资困难，这明显的矛盾体，让很多人
有些看不懂，央妈降息，到底真正的意
图是什么。

如果从降息前的种种数据来看，或许
能得到一点启发。

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数据
来看，在央行降息后执行的第一个星
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并没有如
央行所要求的那样通过基准利率的引
导而下行。比如，1个月以内各期限的短
期拆借利率，开始两天是下落了一点，
但后几天还是全部升高，甚至升到比央
行降息前水平还要高，分别高出1 . 5个
基点到10 . 4个基点不等。尤其是7天期
限的上海利率，在降息后的5个工作日
竟然是“五连升”，从降息前11月21日的
3 . 2 1 8 0 % ，持 续 上 升 至 1 1 月 2 8 日 的
3 . 3220%，累计升幅达10 . 4个基点。

也就是说，这次央行突然降息的一个
诱因，就是在降息前的一两天市场好像又
出现了2013年“钱荒”的苗头，估计这是迫
使央行突然降息的一个重要诱因。

但货币市场果真存在“钱荒”吗？
从央行的货币投放量来看，2014年上

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5 . 74万亿元，同比
多增6 5 9 0亿元。截至６月末，广义货币

（ Ｍ２）余 额 1 2 0 . 1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 . 7％。按这个速度，全年的新增货币量
很可能超过10万亿元。

种种信息都能得出一个结论，最近的
财政金融政策其实都是2008年4万亿救市
的一个延续，只不过相比偏重于政府投资
的旧4万亿来讲，此次金融新政将充分发
挥资本市场的作用。

揽储大战更激烈

又到年关，从本月开始，各家银行都
会上演残酷的揽储大战，年底揽储量的多
少，直接关系到银行有多少贷款发放，能
获得多少利润。在很多银行，这样的指标
直接影响着员工的工资和领导的升迁。

在记者潜伏的一些资金掮客QQ群中，
已经有一些银行内部人员开始寻找“金主”，
通过贴息存款的方式来吸纳存款。

“把钱放在账上1个月的时间，给千分
之五的月利率。”一位自称是青岛市某城
市商业银行一家支行负责人的资金“买
主”告诉记者，越到靠近年末的时候，买存
款的价格就越贵。

据记者了解，现在央行对商业银行的

存贷比考核比例是75%，但是由于今年坏
账增加，以及市面上的流动资金减少，很
多银行的存贷比都已接近考核数值，其中
招商银行等商业银行的存贷比甚至达到
74%以上，少有银行存贷比在70%以下。

“一旦超了存贷比，让央行发现后会
减少我们明年的放贷数额，一旦放贷量降
低了，银行的利润也会随之下降。”银行业
内人士对记者透露，这样一来，为了在来
年有更多的资金放贷，很多银行不惜代价
在年末存款冲量。

在11月22日央行降息通知下发后，收
益率原本要降低的各家银行理财产品突
然出现了逆市升高的情况，包括河北银
行、广发银行在内的一些商业银行都开始
发售预期年化收益率在6%左右的理财产
品，招商银行等也提高了部分理财产品的
收益水平。而在去年6月钱荒期间，各家国
有商业银行甚至将短期理财产品收益率
提高到了6 . 5%以上，中国建设银行甚至
还发售了一款预期年化收益率为7 . 3%的
理财产品，这一切都预示着年末揽储大战
的来临。

“领导甚至告诉我们，如果一年能拉
到1000万存款，都可以不来上班，在家领
工资即可。”一位国有商业银行的柜员告
诉记者，现在伴随着银行间揽储的压力越
来越大，一些临时工或者合同制员工要转
成正式编制，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有足够
的存款资源。

房地产也在“惜贷”之列

其实，不仅是中小微企业，从2014年
开始,各家银行都开始注意削减房地产方
面的资金扶持力度。

“2014年，我们放贷的房地产开发项
目大概有6个，而去年有12个。”中国农业
银行某地市级分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现在各家银行都担心，一旦房地产行业出
现崩盘情况后，贷款买房者会大量地停还
房贷，造成银行大面积坏账产生。

而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房贷部负
责人则对记者透露，在今年下半年期间，
行内下发了一份文件，非常隐晦地要求房
贷业务人员降低房贷放款数量。

央央妈妈降降息息，，到到底底想想干干什什么么
揽储、惜贷，降息之后，银行还是踏着惯常的节奏走。央行降息，真正的意图何在？央行

还会再次降息吗？中小微企业，你会等得连花儿也谢掉了吗？

三级跳：

踏上资本快车

“小栗子大梦想”这绝非仅仅是果润
食品的宣传标语，最近这家公司登陆资本
市场的梦想也即将成为现实。

12月9日，果润食品将作为我省首家
单一农产品公司在上海股权交易中心挂
牌上市。“目前签约都已经完成，万事俱备
只差敲钟的那一刻了。”孟伟说。

股交中心俗称“四板”，都是服务在各
行业、各地区高成长性的，相对优质的企

业，是合法转让股份的市场，它是向新三
板和主板市场输送企业的孵化器，在挂牌
容量、挂牌成本、信息对称等方面，四板市
场对于企业和投资者来说，均有优势。尤
其是在服务方面，四板市场服务更丰富。
目前，山东的四板市场有齐鲁股权交易中
心和蓝海股权交易中心。

孟伟坦言，选择上海而不是其他区
域，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上
海是成熟的资本市场，世界性的国际金融
中心，到这里挂牌上市能得到全球投资者
的关注；其次，我们选择的是战略投资者，
不是以融资为最终目的，上海集聚了最好
的投资机构，可以提供满足我们的需求。

“这是一项新的战略需求，上市后我
们的品牌将会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小栗
子将会走得更高更远。”孟伟这样说，公司
成功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意味
着已成为规范化的挂牌上市公司，在迅速
扩大企业品牌知名度，提升企业品牌形象
的同时，快速稳健地提升了公众对该企业
的认知度，为企业以后做大做强提供了基
础。

诸城农业局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果
润食品在上海股交中心挂牌，是企业步入
资本市场的第一步，作为山东首家挂牌的
农产品公司，果润食品将对农业融资发展
起到示范带动效应。

（接B03版）

临近年底，银行揽储大战正酣。图为在青岛某银行，定期存款上浮到顶。 姜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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