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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2010 热点点击

“叶女侠”，是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等人送给
叶檀的一个称号。

“女侠”叶檀最近很忙。作为《每日经济新
闻》的首席评论员、评论版主编，工作自然不能耽
误。与此同时，叶檀要为《解放日报》、《南方周
末》等撰写专栏文章，还频频在央视财经频道出
镜，点评正在发生的全球经济大事，并在深圳卫视
客串主持一档高端经济类节目。

2010 年 1 月 4 日，叶檀女士在百忙之中接受了
本报的采访。

警惕中国经济重蹈美国覆辙

问：您在新书《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中称，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与 21 世纪头 10 年的中
国，表面上如此神似。是否在暗示，在不久的将
来，中国有可能遭遇类似美国 20 世纪 20 年代经济
大繁荣后的经济大萧条？

答：我不是在暗示，是明示。上世纪 20 年代
的美国，劳动增长率提高了 50% 以上，但通货膨胀
率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比我国 21 世纪最初四五
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奇迹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 20
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年年都有预算盈余，以至于联
邦债务减少了三分之一。而我国目前 3000 亿左右
的财政赤字与 20 万亿以上的居民存款、中央政府 4
万亿左右的财政收入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在整个
20 年代，美国失业率持续下跌最后降到 3 . 2% 的历
史最好水平，而我国虽然就业压力巨大，但在上亿
农民转移到城市的历史长剧中，城镇 4% 左右的失
业率令人印象深刻。但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疯狂繁
荣之后，美国陷入长期萧条。

而我国，尽管因人口和市场体量的巨大目前依
然保持着高增长，但结构性问题却越来越多，如过
多依赖房地产业，国有企业效率低，民营经济被挤
压，有关人士试图以行政垄断做大做强，以上游资
源市场剥夺下游产业等等。还有越来越严重的失业
如泰山压顶， 2009 年最醒目的是大学生与农民工
原本云泥之隔的群体却同时成为弱势群体。

中国目前面临前所未有的机会，世界经济在
2007 年年末再次发生强烈转向，世界金融中心地带
发生强震，全球看着中国手中握有的两万亿美元外
汇储备，俯首倾听中国的声音。如果不趁机会寻找
到社会的转轨之机，历史机遇稍纵即逝，中国的现
代化之梦还将延续百年时间。

问：你一再提到的“国家经济主义”，主要指
什么？

答：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模式。政府不仅负责政
策制定，而且深入经济的微观领域。当政府的作用
强大到介入微观经济领域，阻碍生产效率提升，甚
至大肆浪费纳税人的辛苦钱，投入到白宫式的象征
性豪华建筑中，而纳税人却无能为力时，这种介入
必然导致经济体恶化。

问：中国目前的经济模式，是更像凯恩斯式的
市场经济下的管制多一些，还是罗斯福新政式的管
制下的适度自由多一些？

答：两者有相似之处，很难说像哪一种更多一
些。但有一点，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还是罗斯福新
政，都是政府临时管制，而并非长期主导从资源到
下游的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罗斯福新政，首先不
是主张政府干预，而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
宽松的货币政策。完成历史使命后，政府最终还是

要退出的。

不会二次探底但不容乐观

问： 1 月 1 日的 CCTV 新闻称，中国经济在
2009 年实现了 V 形反转，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答：从数据上看， V 形反转是成立的。但另一
方面，经济结构的恶化也是有目共睹的，方方面面
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问：那么 2010 年的中国经济，是“危机后”
的一年，还是“后危机”的一年？

答：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危机后”是指危
机已经过去，“后危机”是指危机进入尾声。我认
为，危机还没有结束，但中国经济不会二次探底，
而是进入漫长的萧条、复苏期。

问：有报道称，由于出口大幅下滑，而国内需
求不足，日本经济有可能会二次探底，而欧洲的形
势也并不乐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能否
独善其身，持续保持高增长？

答：当然不能。中国是外向型主导的经济，国
外市场需求下降，必然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高投
资也不可能持续太久，如果负债过高，必然影响政
府的信誉。

问：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内
需”，现在最有潜力的显然是内需。国家出台家电
下乡、汽车下乡等一系列政策，就是为了扩大内
需，但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老百姓是
不敢把存在银行里的钱拿出来花的。如何撬动内需
杠杆，并让其长久发挥作用？

答：从根本上讲，除了藏富于民，没有其他办
法。让财富流入老百姓手中，而不是权贵、政府或
其他阶层手里。其实，在中国的一些地方，藏富于

民已经有了很好的例子。在我眼里，等同于温州模
式的浙江模式，就是其中一个。这种内生性经济模
式，就是中国启动内需和经济良性发展所需要的一
个模本。

问：金融危机使美国人勒紧了裤腰带，但借贷
消费是美国人多年养成的习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
吗？会不会危机一过，美国人还会大手大脚地花全
世界人民的钱，包括中国人的钱？

答：美国人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借贷消费的
坏习惯，储蓄率显著上升。老话说，藏在枕头下的
钱再拿出来就很难了。对我们来说，美国人突然不
消费，全球产能过剩，通过挖掘其他出口市场来弥
补欧美市场份额的下降几乎是不可能的。全球大部
分国家的经济是靠本国消费拉动的，所以我们还要
回到那个话题，就是启动内需。

至于美国人在危机过后，会不会重拾以前的习
惯，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正如懒惰是一种习惯，优
秀也是一种习惯一样，一种习惯一旦养成了，就很
难改变。

股市楼市进入震荡运行区间

问：您在一篇对 2009 年房地产市场的盘点文
章中称，“应急产生大泡沫”。如果政府没有出台
这些拉动房地产市场的应急措施，保增长还能有什
么别的好办法吗？

答：没有。我说“应急产生大泡沫”，绝对没
有指责政府的意思。金融危机下，拉动消费最好的
办法是汽车和房地产。中国政府也正是这么做的，
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此计并非长久之计。
因此，一待实体经济好转，政府就开始抑制房地产
市场的泡沫。因为如果房地产市场泡沫过大，一旦

破裂，将会严重伤害实体经济。房地产，是中国经
济的兴奋剂，是猛药，我们要早日摆脱对它的依
赖。

问：请预测一下 2010 年的股市和楼市？
答：震荡。
（叶檀 1 月 5 日《能够平抑自住性住房市场房

价的是保障房与二手房》的文章，对 2010 年楼市
作出了如下判断：

房地产市场分成非常清晰的两大部分，投资主
导的市场与消费为主的市场，前者不可能大跌。

投资者主导的市场主要由货币政策与交易风险
决定房价。稳定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流动性意味着
房地产价格有着坚实的支撑。而为了实体经济的稳
定，为了税费的稳定，货币政策不可能大动干戈，
那就意味着 2010 年投资型住房房价大幅下降不大
可能。

消费型住房价格将受到压制。一方面，二手房
成交量上升将牵住房价过快上升的缰绳。另一方
面， 2010 年是保障性住房元年。国家提出，力争
到 2012 年末，基本解决 1540 万户低收入家庭的住
房问题。

保障性住房将成为政绩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
在 300 名副市长到京开会后，主要城市陆续通报了
2010 年的保障性住房供应计划。大规模的保障性住
房能否落实到位，是普通自住性商品房是否涨价的
标志，只要保障性住房落实到位，自住性房价就不
会涨上天。只要政府持之以恒建设保障性住房，只
要保障性住房价格坚决与个人收入挂钩，固定房价
收入比，自住性房产价格将来必降。

2010 年加息不是必然事件

问：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在 2009 年超过 1000 万
辆，已经跃居全球第一，这种盛况还能持续多久？
毕竟会有饱和的时候，另外碳排放也是一个压力？

答：碳排放还是一个远期目标。中国的汽车工
业还有潜力，产销两旺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中
国其实可以一方面促汽车销量，另一方面增加使用
成本，如燃油成本等。这样，一边拉动了消费，一
边又降低了汽车的使用，可以说一举两得。

问：对于资本市场上规模庞大的大小非、大小
限，这些股市上的定时炸弹，您曾出过一些主意，
比如对其加征暴利特别税等。国家刚刚出台新规，
从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对个人转让股票市场上的
限售股征收 20% 的个人所得税。按说，这对股市是
一个重大利好。但 1 月 4 日，新年开市第一天，沪
深两市却以绿盘报收，跌幅都在 1% 以上。这是为
什么？

答：首先，今天（ 1 月 4 日）大盘收绿，是权
重股的问题，很多小盘股涨得还是不错的。至于对
个人转让限售股征税是不是利好，得由市场来判
断。另外，年前预期中的股指期货的推出，年后没
有兑现也是绿盘报收的一个重要原因。

问：考虑到通胀预期和经济继续回暖， 2010
年加息是不是必然事件？

答：加息未必。如果 CPI 达到 3% 以上，会有
加息的可能。以现在的 GDP ，我们还无法判断中
国的实体经济未来会如何。但如果 GDP 稳定在 9%
以上，并且通胀压力显现，央行可能会考虑加息，
但不是现在，至少今年上半年应该不会。

从叶檀的书、文章、博客看，其刚劲、犀利，
恨不能一针见血的文风，以及时时流露的忧国忧民
情怀，叶檀的确配得上“女侠”的名号。

请看这样一段如滔滔江水般、特别能代表她
风格的文字：“这是大资本、国家主义盛行的时
代，也是全民资本发轫的时代；这是居民资产性
收入受到政府鼓励登堂入室的时代，也是资本市
场内幕交易泛滥、财富不公平分配的时代；这既
是让人无奈的垄断时代，也是令人欣慰的经济大
发展时代。”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钟伟称，“在
充满雄性和野心的财经领域，叶檀博士以女性的
感性和悯恤记录着她对中国股市、房市和经济大
变局的思考、愤怒和鞭挞。”

与其男子气概十足的文风相比，我惊讶地发

现，真实的叶檀和出现在电视荧屏上的叶檀，是一
个谦和、柔顺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叶檀是一个非
常平和、通达的人，好商量到几乎没有原则（吴晓
波语）。从本报记者短信发出采访邀请后，她迅速
而愉快地答应了这件事，也印证了这一点。

叶檀还有其神秘的一面，各种公开的简历中，
她的籍贯不详，出生地不详，年龄不详（出于礼
貌，记者在采访中也有意回避了这些问题），但可
以肯定的是：叶檀，现居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博
士，专攻政治史与经济史， 2000 年左右走出书
斋，开始为各大报刊撰写经济类评论，并出版过历
史方面的书籍。曾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 2008
年中国青年领袖”，“信奉市场，强调本土；改良
为上，尊重利益；历史眼光，经济视角。”

叶檀称自己为“经济领域的市场派，文化上的

保守主义者”。
对于自己的评论范围与尺度，叶檀自述，“从

历史到现实，从经济到政治，其间并无轩轾，常有
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因此谴责任何以牺牲个人充
当某种崇高理想祭品的行为，以及脱离生活常识的
高深理论。赞赏尊重常识的理论，同情任何凭辛苦
工作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

尽管有人称，叶檀的一些观点，比如“中国的
金融机构被贱卖”的论调，是以“事后诸葛亮”的
心态来看事物，是典型的历史学思维。但对自己的
文字，叶檀称，“以我手写我心，用事实与逻辑说
话，对事不无小补，对己无愧于心，且文章不遭斧
钺之害，与愿足矣。”

吴晓波说，“有‘北胡南叶’在那里，中国财
经评论界的性别力量就平衡了。”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则称，叶檀对中国
问题的观察非常细致到位，文笔通俗易懂，自然流
畅。对正处于快速转型、变迁的中国社会来说，挑
战当然很多。在这种时期，叶檀的多方位视角尤其
珍贵。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复兴与崛起道路上激动人
心的变革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纵观全局的
战略思考，也需要贴近现实的密切跟踪与记录。历
史藏于细节之中，在宏大的叙事与细节的结合方
面，叶檀以她的勤奋、敏感和独立思考，作出了富
有影响力的探索。也许读者并不一定都赞成她的结
论，但是，这些长期跟踪形成的思考成果，有着特
有的参考价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副所长巴曙松先生，对叶檀如是评价。

双面叶檀

叶檀以其如刀的笔锋，猛烈的言辞，澎湃的激情，以及细腻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全面解读宏观走势及决

策逻辑、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等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

“财经女侠”叶檀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 戴玉亮

据 2009 年 12 月 13 日《重庆晚
报》报道，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
示，往年出现的财政支出年底突击
花钱的情形今年将再次出现，根据
全年财政预算，全国财政部门将在
12 月完成突击花掉 2 万亿元财政资
金的任务。政府“年底突击花钱”
似乎已是多年的惯例，只是每年的
程度不同，数额越来越大。最近几
天，“ 2 万亿元”和“突击花钱”
已然成了高频热词，在各大媒体和
网络被人们广泛议论和质疑。

其实，和百姓居家生活一样，
国家的政府财政有时也会在某个时
期集中、快速地“消费”，即所谓
的“突击花钱”。这种花钱方式不
能一概而论地加以否定和批评，因
为导致“突击花钱”的原因多种多
样。比如，体制机制原因造成的预
算到位滞后；预算编制不够科学细
致等。根据目前的财政预算模式，
如果不能按期把钱花完，财政有可
能把钱收回。另一方面是下一年度
的预算受影响，因为年度预算是根
据上一年的基数变动的。年底“突
击花钱”是年年防，防不胜防；年
年有，愈演愈烈。应该说，上述原
因一般人根据常识即可理解，公众
不会为此愤慨和指责。大家并不在
意花钱的速度，甚至支出多少也是
次要问题。人们广为诟病和深恶痛
绝的是“三公”费用，真正关心的
是能不能把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收到好效果。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
展，我国财政收入快速增加，财政
预算也逐年增长。但是，国民收入
的增长速度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
度，部分群众还挣扎在贫困线上，
这与十七大“民富国强”的理念还
有差距。在这种情形下，假如各级
财政突击乱花钱，显然是不应有的
现象。当然，政府官员也早就意识
到存在问题的可能性和严重性。财
政部召开地方（厅）局长会议，谢
旭人部长提醒各地“加强财政支出
管理，防止年底突击花钱”的便是
很好的证明。防微杜渐也好，亡羊
补牢也罢，实事求是编制预算、公
开预算开支与合理使用税款是每个
普通百姓的心声。许多专家从修改
预算法的角度对科学编制预算提出
了建议，而增强预算开支的透明性
和细致性亦是所有人的呼声。广州
市甚至要求本市 114 个政府部门在
网上晒预算。虽然跟进者乏人，但
想到实施改革需要时间也是可以理
解的。然而，需要尽快改善的是，
怎样更合理地安排使用已拨付的预
算。

中国工人今年集体成为《时
代》年度人物，可他们代表的中国
百姓仍要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最
终还是有 85% 的家庭买不起房，还
有许多的人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
学。普通百姓不敢花钱，那是因为
在“新三座大山”——— 买房、教
育、医疗的重压下，只有靠自己辛
苦积攒的那点储蓄，才能给自己的
未来保障兜底。说到底，还是政府
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投入始终差
那么一点钱。高福利国家用于社会
福利的财政开支均在 60% 以上，法
国更是高达 71 . 4% 。我们还不是富
裕国家，不能苛求国家，但社保开
支占财政支出的 12% 仍显太低。针
对当前百姓不敢花钱的现实，各级
政府部门是否可以考虑把更多的财
政预算或“结余”预算用于民生。

隔行如隔山，外行人的议论恐
怕只能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甚
至为真正的财政工作者徒添烦恼。
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百姓，仍然希
望民富国强的日子早点到来，希望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
“事”不同。

■周末感言

百姓何时
不差钱？

□ 孙西辉

李明博表示
要为韩朝关系创转机

1 月 4 日，李明博发
表新年国政演说，表示今
年要为韩国与朝鲜的关系
创造新的转机。他在讲话
中敦促朝鲜早日回归六方
会谈。

鸠山说他将建立
为国民服务的政治

1 月 4 日，日本首相鸠山
由纪夫在日本首都东京的首相
官邸举行的新年记者会上发表
讲话。鸠山表示他将建立为国
民服务的政治， 2010 年是实施
既定政策的关键一年。

南非总统祖马
迎娶第三名夫人

1 月 4 日，南非总统祖马
(前右)在位于恩坎德拉的私宅
中与自己的新娘托贝卡·马迪
巴跳舞。当天，年近古稀的南
非总统祖马迎娶比自己年轻三
十岁的第三名夫人。

菲政治屠杀案首犯
嫌疑人出庭受审

1 月 5 日，菲律宾政治屠杀
案首要犯罪嫌疑人小安达尔·安帕
图安(右二)出庭受审。去年 11 月
23 日菲律宾发生震惊世界的马京
达瑙省政治绑架屠杀一案，该案
首要犯罪嫌疑人是前达都温赛市
市长小安达尔·安帕图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