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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控制粮食生产环节
不足以保证粮食安全

知名财经评论员余丰慧： 上游

粮食生产资料中的种子已经被外资

大部分把持住， 钾肥海外依存度高

达 60%， 其他生产资料如农药等外

资都有涉猎。 下游的粮食收购和深

加工， 外资巨头正在把中资企业一

个个击破。 外企正渗透到中国粮食

深加工行业。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仅

仅控制粮食生产一个环节不足以保

证粮食安全。 已经到了全方位思考

真正粮食安全问题的时候了， 而不

是陶醉于粮食“八连增“的表面数

据政绩之中。

人民币汇率
已是宏观经济焦灼点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

我们应该加快的是汇率机制的完善和

市场化的推进， 而不是简单就价格

谈论观点，需要的是行动和改进，并

不仅仅是舆论的评论或论述。 人民

币汇率已经是宏观经济焦灼点，不

是一个小事， 它可能严重冲击经济

基础、企业的优势和竞争力，不可忽

略，更不能熟视无睹。

美债之争
目的是让美元贬值

资深财经编辑馨月：其实，美国

内部的债务之争是一群戏子的高超

表演，让世界看得跌宕起伏，而真实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力图让美元

大幅贬值。只有让美元大幅度贬值，

才能让其他货币的币值都高高升

起，各主权货币升得越高，美元未来

“嗜血”的能力就越强。货币战争就

是这么现实与残酷。

房地产恐慌可归结为
对银行再融资的恐慌

知名财经评论员叶檀： 先是对

房地产泡沫的恐慌， 而后是对于地

方债务风险的恐慌， 最终归结为对

银行再融资的恐慌。 截至目前，16

家上市银行中已经有 14家宣布了

再融资方案，与 2010年上市银行近

4300亿元再融资潮相比，再融资数

量不会在去年之下。

面对货币大洪水时代

财经作家宋鸿兵： 世界正在经

历第二次大萧条时代。从 2008年算

起， 这次萧条的时间不会短于 10

年。 2009-2011年世界经济的复苏

与 1934-1936年类似，不过是一种

复苏的假象。上世纪 30年代的高负

债是以数千家银行倒闭为解决的代

价， 而此次的高负债在没有金本位

约束下， 只能以愈演愈烈的通胀来

冲销。 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货币大

洪水时代。

制造业活动
增长势头放缓

西南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刚：

汇丰公布，7月中国制造业 PMI初值

为 48.9，创 28个月以来新低，这也

是 2010年 7月以来首次跌破 50的

枯荣分水岭。 这表明制造业活动增

长势头放缓， 预计工业增长在未来

数月将减速。 此数据暗示未来宏观

调控的力度有望减弱。

房价下滑是必然趋势

著名地产评论员吴其伦： 沪上

某国有开发企业相关负责人坦言，

限购已经遏制了一部分需求， 加上

开发商回笼资金的需求， 下半年房

价下滑的可能性很大，“保守估计

下滑幅度可能性达 10%”。资金是开

发商的生死劫，限贷、限价、限购导

致开发商资金严重匮乏， 大幅降价

是必然选择。

（以上内容来自腾讯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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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硬着陆”之辩
背景新闻：近日，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号称“末日

博士”的鲁比尼作出惊人预测，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有可能在
2013年遭遇“硬着陆”；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的一些学者也预测中国经济将在 2015年前后触及
“减速带”。

这些评论和看法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和广泛讨论。 那么，
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大吗？

外需内需能支撑“软着陆”
目前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正如行棋至“中

盘”，到了思前想后、谨慎决策的关键时期。针对
下半年中国经济的可能走势，人们的观点大致可
分为两派———“悲观派”和“乐观派”。
“悲观派”认为，最近几个月工业增加值增

幅明显减缓，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逐月下滑，
部分中小企业出现融资困难甚至倒闭现象，因而
上半年宏观紧缩政策已出现“超调”，下半年中
国经济将出现“硬着陆”。

而“乐观派”则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速减缓
是宏观调控有意为之，目的是反通货膨胀，只有
消除了导致高通胀的货币性因素，才有可能保持
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鉴于支撑中国
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强劲，伴随下半年通胀态势
的基本稳定，中国经济应能保持 9%以上的增长，
实现“软着陆”。

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如果以年度 GDP增速由 10%左右的高位迅

速跌落至 8%以下作为判断中国经济是否“硬着
陆”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次
“硬着陆”： 第一次发生在 1979-1981年，GDP
增速由 1978年的 11.7%回落至 1981年的 5.2%；
第二次发生在 1989-1990年，GDP增速由 1988
年的 11.3%回落至 1990年的 3.8%； 第三次发生
在 1998-1999年，GDP增速由 1996年的 10%回

落至 1999年的 7.6%。 比较这三次经济“硬着
陆”，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共同点：一是“硬着
陆” 之前经济都出现了过热现象， 二是这三次
“硬着陆”都相隔大致十年，三是除第一次外，另
外两次的“硬着陆”都有国际经济动荡的背景。

其实 2008-2009年中国经济的急速放缓和
这三次经济“硬着陆”有许多相似之处：2007年
GDP增长率高达 14.2%，已出现明显“过热”迹
象；离上次“硬着陆”也大致有十年的时间；在国
内正大力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又遭遇国际金融
危机。可以说，如果没有 2008年底的 4万亿财政
刺激计划和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2009年中国
经济很可能会经历一次“硬着陆”过程。

当前的情况和两年前已大不相同。首先是经
济已不处于“过热”状态，一季度 GDP增幅已回
落至 9.7%，二季度有望进一步回落；其次，世界
经济已呈现缓慢复苏状态，尽管复苏过程仍充满
坎坷和不确定因素，但发生“二次探底”的可能
性很小；再次，宏观调控注意适度从紧的货币政
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并非全面的从
紧和抑制内需增长。 因此有理由相信，伴随通胀
形势的放缓， 依然强劲的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
再加上缓慢恢复的外部需求，应能支撑中国经济
全年实现 9%以上的增长，即“软着陆”。

（庄健）

过度投资会导致“硬着陆”
从以往的经验看， 所有的过度投资包括

上世纪 90年代的东亚最终都会导致金融危
机或长时间经济增长迟缓。最终，很可能会在
2013年后，中国将遭遇—场“硬着陆”。

经济“软着陆”是指经济增长 8%以上，
通货膨胀率达 5%或更低；经济“硬着陆”则
是经济增长低于 8%，通货膨胀率一年以上维
持在 5%-6%。因此，中国经济在今、明两年出
现“硬着陆”的可能性很低。 2013年之后，除
非中国进行切实有效的改革，否则“硬着陆”
在所难免。

目前，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固定资
产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
这类投资的繁荣将导致未来不良贷款、 公共
债务比例上升，从而造成未来经济增长放缓。
坦率地讲，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出现泡
沫，投资项目也有一部分属于重复建设。 中
国政府必须更好地平衡经济， 开放金融、个
人借贷市场，从而实现财富从企业向个人转
移，提升消费市场，这样才能避免出现经济
“硬着陆”。

（鲁比尼）

老兰快评

“三公”经费悬殊 该赞赏清廉还是赞赏诚实
◆导报评论员 兰恒敏

稀稀拉拉， 到目前为止 86个中央
部门相继公布了“三公”经费。 其中，公

务接待费年预算超千万的部门达 20

个，占 23.3%。 国家税务总局（含国税系

统）以 66703.50 万元摘得头名，而住房

城乡建设部只有 13.95 万元，两个部门

相差 4781倍。

晕了，彻底晕了。 公布“三公”经费

的初衷本来是给公众一个明白 ， 但是
4781 倍的差距却让公众眩晕： 我们到

底是该赞赏住建部的清廉，还是该赞赏

税务总局的诚实？

因为各单位公布的“三公”经费都

是粗线条的，我们无从知道每部车每年

花费多少、每次出国花费多少、每次公

务接待花费多少，也就无从判断“三公”

经费的花费是否合理。对于“三公”经费

的高低， 我们只能凭常识， 用 “心”估

算———估算错了不赖我们。

“文革”有段时间鼓励人们“敞开心

扉”，深挖自己思想中的罪恶，挖得越深

越革命；有些人信以为真，就拼命往自

己身上泼脏水，结果被秋后算账。 我们

不来这个，我们还是要把“最诚实奖”授

予税务总局。 无论如何，以 6亿多元的
“三公”经费勇夺第一，还是需要一点胸

怀和胆量的。 说了就好，说破无毒。

但我们还是有点不明白：国税系统

接待费平均每天 267万元，吃什么好东

西能花这么多钱！不会像农村人猜测的

用香油炒菜吧？ 更不明白的是，税务部

门几乎是最有权势的部门，他们“被接

待”就几乎是赏给接待人面子，怎么还

会自己花这么多钱？可能是互相接待比

较频繁，接待规格比较高吧。

住建部的 13.95 万元就更加让人
匪夷所思了———一个乡镇政府一年的

接待费也不止这个数啊！住建部如此清

廉（贫），难道每次开会都是自带马扎和

午饭？不要跟公众解释什么会计科目调

整之类的原因。 堂堂的一个大部，一年
13.95万元“三公”经费，不管你们信不

信，反正我不信。 笔者还有一个坏坏的

猜测：这些年住建部因高房价受到公众

无数的抨击，早就练得皮糙肉厚，抗击

打能力超强———就 13.95万元，你们爱

说什么说什么。 相比之下，税务总局较

少接受公众舆论的“操练”，做事比较实

在，可能以为说实话比较好一点。

由于初次公布， 各部委都没有经

验。 大家不知道是老老实实公布高数

字，以留下“费用过高”的铁证为代价换

取公众“数字真实”的评价好，还是遮遮

掩掩公布低数字，以公众斥责作假为代

价换取账面没问题好。由于拿捏不准，

所以各部委公布的时间稀稀拉拉 ，都

希望参考别人的行动确定自己的松紧

程度，而公布的数据则天上地下，五花

八门。

明年好了。 有了今年的经验，明年

各部委公布的时间会相对集中，数字差

距不会像今年差距这么大。明年“三公”

经费的数字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

年的整改情况———如果严惩人为造假

压低数据的部门，则明年公布的费用就

高；如果严究费用畸高的部门，则费用

数据就低。

求个“真”字，难啊！

“休克疗法”不符合中国国情
根据对我国通货膨胀 20多年的跟踪观

察和思考， 笔者仍然认为导致我国目前通胀
的主要原因是成本推动。

概括起来，主要有五项成本推动通胀：第
一、农产品的价格上涨；第二、进口原材料的
价格上涨；第三、劳动工资的上涨；第四、资金
成本的上涨；第五、税收的上涨。

尽管导致我国国内通货膨胀的最主要
原因是成本推动， 但中国国内货币发行过
多、信贷膨胀过快等纯货币因素对通货膨胀
也有影响。

然而，中国货币发行不同于西方国家：第
一大特色是“外汇占款”的发行；第二大特色
是“地方土地财政”的发行。 所谓“外汇占
款”的发行指的是：中国人民银行从中国外
汇交易中心市场上购入美元等外汇而发行人
民币的行为；所谓“地方土地财政”的发行是
指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以土地为质押向国家开

发银行、 工商银行等金融机构大规模融资的
行为。

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外汇
占款”累计发行的基础货币已高达人民币 20
万亿元；“地方土地财政”的融资额究竟有多
少目前还不得而知，有人说是 9万亿元、也有
人说是 14万亿元，反正是个不小的数字。 要
控制货币发行量、控制全社会的信贷规模，这
两个因素显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最近几个月来， 这两个闸门正在紧急
关闭。 这不是中国体制改革一向遵循的“摸
着石子过河”的风格，而是俄罗斯和东欧国
家曾经采用过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
的结果就不会是经济的“软着陆”，而是“硬
着陆”了。“硬着陆”不太符合中国的国情，
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的伤害。 建议相关政
府部门千万谨慎。

（倪云虎）

经济“硬着陆”风险很大
当前中国最应该解决的是通胀问题，如

果通胀处理不当会很危险， 可能会引发中国
经济“硬着陆”的风险。

只有货币量变化可做到突然拉低经济发
展， 目前能够左右世界经济发展势头发生改
变的只有中国和美国。 而美国的特点是老百
姓喜欢花钱但不喜欢还钱， 他们的应对之策
便是印钞票，即一轮接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
引发全球流动性过剩。 而中国则是地方政府
投资过多，融资平台风险很大，中国的货币存

量是 GDP的 240%， 这同样孕育着很大的通
胀风险。

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型
通胀压力支撑， 今明两年中国通胀还是会保
持比较高的位置。 而事实上，未来 4-5年，中
国 CPI指数都会处在较高水平。 而且，如果
明年美国总统换届选举出现波动， 货币政策
开始收紧， 中国资产就会大量外流，“硬着
陆”风险便很大。

（谢国忠）

“经济硬着陆”是个假命题
一些海外学者都预测中国经济将在大约

2015年触及“减速带”。笔者不敢苟同。实际上，可
以看到，这些人所依据的主要就是两大方面，一个就
是房地产，另一个就是信贷。 毫无疑问，这两个问题
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关键性问题。

首先，房地产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将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实现中国房地产市
场的正常回归将给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可靠的基础保证。从今年以来的房地产调控的效
果看，虽然国务院出台了新八条，而且也在上海
和重庆实行了房产税，再加上各地出台的各种限
购令，可谓是非常严厉，但是这个效果没有发挥
出来，只是暂时压缩了交易量。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4月份， 全国
房地产开发投资 13340亿元， 同比增长 34．3％。
其中，住宅投资 9497亿元，增长 38．6％。此外，中
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4月，全国 77个
城市价格环比上涨。 因此，房地产调控加码的问

题使得市场对未来的走势表示悲观。 事实上，这
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产业的问题，而是全局性的
发展问题，更涉及到民生发展的社会问题，因此
回归常态是一个必然选择。

其次是信贷。不可否认，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中国的货币供应量超发了不少，使得整个银行的
资产规模急剧扩张。 数据显示，目前整个银行的
资产已经突破 100万亿元的水平，资产规模扩张
的同时，其质量也随之出现风险，尤其是随着政
策的持续紧缩，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风险出现上
升的势头。银监会也进一步对相关房地产信贷的
问题作出了新的应对措施。而地方政府的平台贷
问题目前也相对安全。

总而言之，这两方面涉及到的都与当前的结
构性调整紧密相关，因此这两个关键性问题解决
的话，那些悲观论者是毫无市场的。 温家宝总理
也表示，中国正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的
经济增长点在城市化和新兴产业。 （煜祺）

GDP季度走势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