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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中国大陆约有1 . 8万学生
“叛逃”学校，选择“在家上学”，多数
家庭主要由母亲负责孩子的在家学习。昨
天，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中国在家上
学研究报告(2013)》，分析我国“在家上
学”的发展现状。调查显示，在家上学的
孩子主要处于小学阶段，大多数家庭不认
同学校的教育理念，过半家庭月收入1万
元以下。(《北京晨报》8月25日)

适龄儿童不去上学，反而在家呆着，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理由，但这一现象，
还真是有着违反义务教育法之嫌。不过，
“在家上学”之所以会显得另类，背后不
过是把传统的中小学视作了“义务教育”
的唯一官方指定“供应商”罢了，于是，
一旦适龄儿童没有去上这些传统意义上的
中小学，脱离了所谓的正统教育序列，自
然也就难免惹人瞩目。

然而，这样的视角其实未免过于偏
狭，事实上，“义务教育”其实更应当作
为一个标准，只要达到这个标准的教育机
构，都应该是合法的义务教育提供者。而
现实中，传统中小学的教育方式方法未必
就恰当先进，也未必全然符合义务教育的
标准，而看似另类的“在家上学”也未必
就不能实现义务教育的目标。仅仅以教育
机构的形式来简单区分、看人下菜的做
法，显然并不科学。

事实上，在国外，对于学生的教育形
式也并没有固定的框框，一些社区甚至由
各行各业的家长们自发组织成自由式校
园，由家长中的教师工程师、医生、园艺
师、技师、艺术家来给社区的孩子们开
课，尽管不能说是一种主流的教育方式，
但也同样完满地完成了对于孩子的基础教
育。可见，义务教育本不必拘泥于形式，
而更应多元化供给。假如“私塾”或“在
家上学”确实有其优势和可取之处，那么
完全应当被视作义务教育家庭的新成员，
而不必将其与传统“义务教育”对立起
来。

当然，“在家上学式”教育之所以重
出江湖并受到热捧，甚至还成为一些中高
收入家庭的选择，这固然与这些家庭的抗
风险与试错能力更强有关，但却并不意味
着“在家上学”模式就一定有多少过人之
处，更不能简单地得出现行中小学教育还
不如“在家上学”的结论来。事实上，显
得特立独行的“在家上学”模式之所以受
到垂青，不过说明了现行体制内教育的单
一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罢了。不
难设想的是，现行体制内教育的整齐划
一，不同学校的教学方式方法更是宛如一
个模子扣出来的，这不仅生产了全然一致
的只会考试的学生，而且由于体制上的限
制和羁绊，体制内教育对于自身的缺陷与
不足也缺乏改进的动力，更对教育创新缺
乏激情。

于是，面对体制内教育日益凸显的弊
端，“在家上学”这一模式的出现有望成
为一条搅局的鲇鱼，作为对于理想教育模
式的追求与尝试，不仅满足了多元化的教
育诉求，提供了更多因材施教的教育模
式，也使得现行传统体制内教育有了危机
感，进而产生创新和改进的动力。从这个
意义上说，“在家上学”的背后，其实不
乏无奈与不满，尽管这一模式未必对应着
成功，但多达1 . 8万学生选择“在家上
学”，其能否给当下教育领域带来一些鲶
鱼效应，倒是不妨拭目以待。

著名经济学人韩秀云，可谓明星学者，出
版过经济学畅销书，在电视媒体中频频出镜。

5年前，韩秀云的《看不懂的中国经济》
一书，以专家视角、通俗语言解读中国经济，
一度大卖。

2013年8月，韩秀云推出新书《中国新趋
势》，试图回答未来十年中国将会怎样，经济
增长靠什么拉动，哪些行业将获得大发展的机
遇等宏大而迫切的问题，解读民众当下关注的
热点话题，透视中国强国之路。

9月3日，韩秀云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书面专
访。

稳增长与控通胀

可协调共存

记者：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新书《中国
新趋势》？在这本书里，你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是什么？

韩秀云：这本书主要谈了中国未来十年的
新趋势，其中涉及控通胀、促消费、缩差距、
转职能、简机构、改预期、反腐败、破垄断、
保养老、重健康、七业兴、大社会、强国路等
内容。要想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国走向强
国的十年，让百姓、企业家、政府官员了解国
家的趋势在哪里，自己的机会在哪里。

记者：当年发表《奥运后的中国经济》论
文时，你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基本判断是什么？

韩秀云：我对奥运后的中国经济的基本判
断是，中国经济会有一个回调，下蹲是为了更
好地起跳。从2008年后中国是文化立国时代的
开始，将有30年的发展空间。

记者：我们知道，你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实情的结
合。请问，中国经济在宏观调控方面，现在或
未来最需要在哪些方面作出改变？

韩秀云：我觉得，在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
控中，现在最需要的是用市场手段调控，而不
是用行政命令。因为我国已经走向社会主义的
市场经济，让价格手段、供求理论、自由竞争
等市场化的理论指导经济更好，否则越调越出
问题。

当前最需要作出改变的是，由原来的事后
调节，出了问题才调节，改为事先调控，否则
总是慢半拍。当经济出现某些不好的苗头时，
就该出台温和政策，改变一调就死，一放就乱
的恶性循环。

记者：中国经济当前的调控，依我个人的
理解是，一方面强调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
下在阵痛中向新兴、低碳、环保方面转型，另
一方面为了就业及其他原因强调稳增长，上限
通胀。这两方面矛盾吗？抑或两方面是可以协
调共存的？

韩秀云：中国经济转型是必须的。稳增长
的前提是我们不要带血的GDP、不要带污染的
GDP、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GDP，我们要
健康，而不是一味追求经济数量增长，忽视人
的健康和环境的代价。关于通胀，这个问题政
府要重视。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可以协调共
存，关键是政府要转变观念。

房价越调越高

原因复杂

记者：近年来，中央政府在房地产领域出
台了密集的调控措施，但房价非但未降，反而
越调越高。尤其是这一年来，部分一线城市的
房价涨幅甚至接近了20%。这是为什么？是调
控本身出了问题，还是房地产市场有其特殊
性？还是货币超发是主因？

韩秀云：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是
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房地产本身有其特殊
性，就是刚性需求和投资需求。中国人满足了
温饱，进入房车时代，对住房的需求越来越
高。加之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大城市像摊大饼
一样向外推进城市化，外围土地资源不够，地
价贵，导致房价步步走高。其二，拥有多套住
房的人，持有成本太低，很多人把房产作为投
资的手段，如果提高持有房产的成本，就会产
生挤出效应，改变存量，增加供给。第三，我
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用的是行政命令，用限
购和限价的方式，这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则，只
有改用经济手段，比如房产税等才会有效。第
四，货币超发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当然也有投

资渠道过少、有钱人想投资没有渠道导致。
记者：房价何时会现拐点？一旦房地产市

场的下降趋势形成，对地方债高筑的各级地方
政府和贷款买房的大量房奴来说，会不会是一
场灾难？

韩秀云：房价何时出现拐点不好说。我觉
得，如果取消限购令或推出房产税等政策出
台，会出现房价的波动，或大涨或大跌，也可
能是先涨后跌。如果房地产市场出现下降趋
势，对各级政府的地方债是一个打击。对贷款
买房的人来说，不必恐慌，因为房价最终还会
回来。再说，自住房是刚性需求，考虑通货膨
胀因素，贷款买房者是不会吃亏的，一定要有
定力熬过去。香港就是例子。

至于你说房价下降是否形成一场灾难，这
是政府要重视的事情。我认为可能会出现矫枉
过正的情况，但是通过市场手段作用于房地产
行业，即使暴跌也会回到均衡价格，就是供求
平衡时的价格，不必过于担心。

中国股市欠缺

健全游戏规则

记者：有着近两百年历史的美国股市尽管
在不同的阶段，如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
中也曾有过暴跌，但从总体和大势上看，其实
是一个长牛行情。中国是新兴市场国家，多年
来经济一直保持着高增长，上市公司多数企业
的业绩也不错，但中国股市自打2007年北京奥
运会之前达到历史最高的6124点后，为什么一
直走在下行通道中？是实体经济的原因，还是
股市本身的原因？

韩秀云：中国股市和其他新兴国家之所以
有不同的走势，这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成
熟，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不娴熟造成的。这里有
没有实体经济的原因？有，但并不完全。在我
们经济增长速度很高的年份，如2009、2010年
股市依然低迷，这里面的原因非常复杂。我觉

得主要原因，是股市本身的原因，与资本市场
游戏规则不健全、股市变成圈钱的场所、政府
没有起到看门人和监管者的作用有很大关系。
本来，资本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融资平
台和融资渠道，结果却让太多的投资者失望至
极。

中国政府必须下决心整顿资本市场，健全
股市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游戏规则，严格
执法，给投资者一个放心投资的场所，也给企
业上市融资提供一个平台。只有成熟的资本市
场，才会有成熟的市场经济。

记者：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要不要买入
中国A股？

韩秀云：作为普通的投资者，我认为可以
买入中国A股，但要选择好的股票。

记者：股票，黄金、地产、国债，理财产
品，艺术品等。你会向个人投资者推荐什么？

韩秀云：投资的渠道有千条万条，我的建
议是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一条。无论投资什么，
请注意风险。

记者：黄金的生产成本大约是每盎司700
多美元。国际黄金的一波大牛市已经渐渐远
去，无数“中国大妈”抄底被套。部分经济学
家如马光远预测，国际黄金价格可能会在未来
跌至每盎司1000美元关口？你认为呢？

韩秀云：我对黄金的看法，在我的另一本
书《看不懂的中国经济》中有专门两章谈黄
金。我认为，如果美国经济从谷底反弹，美国
经济回升，美元回升后，黄金将从高峰跌下
来。它的跌幅有多大，取决于美元升值的幅
度。

藏汇于民

可避免流动性过剩

记者：中国通胀的主要原因是货币超发
吗？还是经济结构本身出了问题？除了让印钞
机慢下来，你认为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韩秀云：中国通胀不仅仅是货币超发造成
的。这种通胀既有国际输入型通胀，也有中国
本身需求拉动型通胀，当然也有经济结构性问
题。政府除了控制印钞机之外，有一个重要的
方法，就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转变出口结售
制度，这样就不会增发过多的基础货币，不会
因为外汇储备的增加，而使人民币增发过快。
如果藏汇于民、藏汇于企业，就会避免流动性
过剩的现象。

记者：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却是贬值。
有钱人可以换成大把的美元到国外消费，但普
通老百姓怎么办？

韩秀云：政府一定要把好这一关，不可以
让老百姓辛辛苦苦挣到的钱，慢慢缩水，这是
对百姓的不负责任。与此同时，作为普通百
姓，我们应该知道，通货膨胀是一个世界性的
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意
识，就是当通货膨胀来临时，我们做好准备了
吗？

记者：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联储退出
量化宽松已成定局。这对中国经济会有什么样
的影响？可不可以说，中国所持有的大量美元
储备，在不久的将来会更值钱？

韩秀云：可以这么说，我们以美元为外汇
储备资产会升值。但是也应该看到风险所在，
如果美元升值，那么大量在中国套利和套汇的
国外热钱，会在高点抛出人民币换回美元，资
金回流美国，导致中国经济大起大落。这是不
可不防的金融风险。

延长退休年龄

是大势所趋

记者：中国目前劳动力成本飞涨，在许多
行业，蓝领阶层如木工、泥瓦工、月嫂等的收
入，已经高出了白领阶层。以前是“脑体倒
挂”，而现在是“体脑倒挂”。你认为这种态
势有多大程度上的可持续性？

韩秀云：这种趋势在国外早就有了，在西
方国家很多蓝领收入就是超过白领。因为大量
的人愿意坐在办公室工作，不愿做重体力活，
不愿学一门技术，因此物以稀为贵，白领过
剩，蓝领不足，工资出现差别无可厚非。我认
为，这种态势会有很长的可持续性。这对我国
的教育体制提出改革要求，不要千军万马都去
考大学，可以多办技工学校、专科学校、多培
养技术工人、培养各行各业的人才。社会需求
在变化，我们的教育体制也要发生变化。中国
是一个大量需要蓝领和专业技能的人才的国
家，这是一个长期过程，到一定程度工资就会
回归合理水平。

记者：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将来劳
动力成本会更高。在没有彻底完成经济转型之
前，这势必会影响整个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
在我们付出沉重代价之前，有没有可以避免或
减缓损失的办法？

韩秀云：中国未富先老，2013年老龄人口
2亿人，2033年老龄人口4亿人，这既是问题，
也是机遇。首先，我们该未雨绸缪，制定人口
政策，改变生育政策，改变我们人口的倒三角
形。其次，也是正在讨论的问题，是否可以延
长退休年龄？我认为这是必然。随着人们寿命
的延长，退休年龄一定会延长，否则没钱养
老。当然即使退了休，还可以继续干一些力所
能及的工作。

记者：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是投资、
出口、消费，投资不可持续，出口受国际大环
境制约严重，而内需说了好多年，但就是拉不
动。是因为社会保障不健全老百姓不敢花钱
吗？未来的中国经济靠什么拉动？高新技术产
业？服务业？全面城镇化？还是新的农业革
命？

韩秀云：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都需
要，但眼下中国最需要的是刺激消费，让消费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这涉及一系列改革。改变
百姓的预期，让百姓有钱敢花。当前中国经济
正处于全面转型期，我们既需要高新技术产
业，也需要制造业和服务业，还需要现代化农
业。

记者：打破行业垄断，靠政府自主调控，
还是需要更多的立法方面的支持？

韩秀云：打破行业垄断、企业垄断，要靠
政府制定法律法规，需要制定一部完整的反垄
断法，让不同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有公平
竞争的机会，这样中国经济才有希望。

股市为何长期低迷，房地产市场如何调控，流动性过剩如何避免———

韩秀云纵论中国经济新趋势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 周末感言

1 . 8万学生

在家上学
□ 吴江

韩秀云，就职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
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讲授宏观经济学课程。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普京视察学校随手画猫
因抽象学生没看懂

在新学期之际，俄罗斯
总统普京来到一所中学视
察。有意思的是，普京随手
画了一只猫的背影，但很多
人都没看懂。

英国摩天大楼反光强烈
轿车停对面外层晒熔

英国伦敦一幢外号为
“对讲机大楼”的摩天大
楼，由于玻璃幕墙使用凹透
镜制成，被折射的光热强度
太大，竟能把停在街上的汽
车外层照得熔化。

麦凯恩在听证会上
无聊玩手机游戏

美国国会就叙利亚问
题举行听证会，一直极力
鼓吹对叙采取军事行动的
参议员麦凯恩在冗长的辩
论中无聊地玩起手机游
戏。此镜头被记者抓拍
到，并发到网上。

俄柔术女孩写真亮相
被称“最软的人”

俄罗斯女孩Zlata拍摄
一组柔术写真。今年27岁
的她不但可以将自己装进
冰箱里，还可以将自己缩
进一个 5 0厘米宽的盒子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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