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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时评

事件回放 某教育类网站近日统计显示，2008年3

月至今，有257所高等院校获得教育部批准而更名，约

占目前全国高校总数十分之一。科技、财经、工商、文

理、经济等词频繁出现在新校名中。

实至才能名归
笔者认为，相当部分高校改名有为了获取经费和美

化形象之嫌，有的高校甚至陷入对利益和名号的盲目崇

拜。试问，教育品质没有明显提升，名字却变得更为

“气派”了，“势力范围”也扩大了，这不是故弄玄虚

吗？难道一所高校的魅力和能力，需要华而不实的怪招

来证明？况且，大学校名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本

身就包含厚重的历史内涵。将其简单地换成时髦名字，

学校虽能得到更多物质回报，却让大学精神变得更加肤

浅浮躁和急功近利。

好大学不是更名改出来的，办学有道才能实至名

归。正因为这样，世界名校往往更注重内涵的提升，注

重教育个性和特色，而不过于在意外界的热闹和喧哗。

如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等，都被称作学

院，却丝毫不影响其知名度和口碑。有些校名中带有

“农业”、“林业”、“电力”、“水利”字样的大学，其培

养的人才并不输于综合性大学，这种专业性强一点的大

学的存在是必要的。

（苑天歌 广西桂林 公务员）

如何看高校更名热如何看高校更名热

利于扩大影响
笔者认为，高校更名固然有功利的因素，但并非

全都是无厘头行为，不能一棍子打死。比如，更名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影响力，能体现学校现实定位和

未来发展目标，有的还能借此提升高招层次和生源质

量，这些举措都有利于高校发展，进而给大学生带来

益处。更何况，这些高校已经通过了相关程序、满足

相关条件，获得了国家教育部门的批准和认可。

应该说，公众对高校更名的关注，更多的是充满

了期待。因为现在许多高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有些

成绩固然不错，其情商和人际沟通能力等却有所欠

缺，缺乏做群众工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高校更名是

一个契机，有助于学校全面发展，从而为学生搭建全

面成长的平台。如果能够借此机会不断努力，更加注

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升其人文素养，或许能够

给校园带来新气象。

（郭文斌 浙江温岭 教师）

重在提升质量
校名作为一所大学长久的文化符号，往往承载着厚

重的校园文化和教育梦想。从这个角度来说，校名不仅

要能够传递出办学特色的信息，也要给公众积极的心理

暗示，提升公众对学校的社会认同。为了在激烈的生源

争夺中取得优势地位，高校一方面应在提高师资力量、

改善办学条件等硬件上努力，另一方面也得在扩大招生

宣传、提高社会认知度上想办法。作为一种本小利大、

立竿见影的营销策略，更改校名便由此成为时髦做法。

然而，校名本身只是一个具有信息传递功能的符

号，起得好固然能吸引眼球，提升公众的角色期待；如

果名不副实，不可避免地会遭受老百姓的质疑。我们能

理解高校更名的“良苦用心”，但更期待高校在注重符

号互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毕

竟，衡量一所大学的，不是符号化的标签，而是实质性

的质量和长久性的口碑。

（杨朝清 湖北武汉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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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政策需跟上房地产调控节奏

在原本微利的生

存环境下，持续的价

格 战 不 是 长 久 之 计 。

一旦苹果、三星等品

牌 进 入 中 低 端 市 场 ，

国内厂商的生存空间

将被大大挤压

2009年以来，由于一些主要城市房价上

涨过快，房地产调控政策频频出台，包括2010

年1月的“国十一条”、4月的“国十条”、9月的

“9·29新政”，2011年1月的“新国八条”，2013

年2月出台的“国五条”等。在调控政策持续

深入的背景下，房地产投资过热现象有所缓

解，但房价却未停止上涨。

总体来看，影响房价的因素主要是经

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土地供给、居民收

入水平、投资取向、投资渠道、金融环境

等。2012 年以来，在经济增速放缓、人均工

资增幅有所回落、土地供应趋紧的形势下，

融资成为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关键因素。

房地产业作为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

对融资渠道有很强的依赖性。目前来看，

房地产企业主要通过银行贷款、房地产信

托、上市融资、发行债券、民间借贷等渠道

筹集资金，而银行贷款尤其是个人按揭贷

款，仍是绝大多数房地产项目顺利运转的

重要支撑。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 3 月末，全国地产

开发贷款余额1.04万亿元，同比增长21.4%，

增速比上年末高 9 个百分点，增速已经连续

10 个月逐月攀升；房产开发贷款余额 3.2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2.3%，增速比上年末高 1.6

个百分点；个人购房贷款余额 8.57 万亿元，

同比增长17.4%，增速比上年末高3.9个百分

点。这表明，一季度社会融资总量大增，新

增人民币贷款增加较多，但大量新增资金进

入房地产业，缓解了地产商的资金压力。

由于监管部门严格实施差别化住房信

贷政策，加强开发商“名单制”管理，房地产

业的银行信贷渠道事实上有所紧缩。房地

产企业纷纷通过信托、私募等渠道开展融

资，并广泛参与民间借贷，还借助委托贷

款、银行理财产品、上下游关联企业、个人

贷款等渠道“曲线”获取信贷资金。这也意

味着“影子银行”接过了对房地产企业融资

的接力棒。

民间投资进入金融领域，也让一些中

小企业房地产企业找到融资新通道。他们

或与其他小额贷款公司合作，或独资设立

投资公司、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等，

并以此为自身提供能够具备融资能力的担

保资质，增强了再融资能力。

无论是向“影子银行”借款，还是通过

担保进行再融资，银行都是重要的资金“桥

梁”。可以说，信贷增长对房地产价格和成

交量均起到重要的支撑和助推作用。特别

是个人购房贷款的财务杠杆作用，激发了

居民购房的热情，刺激了房地产投资和投

机性需求。

资金是房地产企业的生存之本。监管

部门多次要求银行业机构提高房贷门槛、

上浮房贷利率，以影响房地产企业的融资

成本，从而达到调控目标。但大型房地产

企业往往不愁得不到银行支持，并且面对

旺盛的市场需求，还可以将加息成本、税收

和土地成本等通过高房价转嫁给消费者。

同时，商业银行与房地产企业在某种程度

上是“利益共同体”，而在争抢个人按揭贷

款业务这一成本低、收益稳定、风险相对较

小的“优质蛋糕”的过程中，还会适度放松

按揭贷款额度、加快房贷审批效率，从而变

相突破监管要求。

可见，坚持房地产调控，除了运用土

地、财税政策，增加保障性住房供应等手

段外，还应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信贷调控，

同时全面防范和化解房地产信贷风险。

为了避免信贷政策在传导过程中不走样，

应当建立房地产信贷检测体系，动态、精

准地调节商业银行的信贷额度、投向和使

用效果等。

同时，要完善房地产信用担保关系，尤

其是要切断房地产业与其他行业之间存在

的担保链条关系，加强“影子银行”监管，从

而全面掌握房地产业融资状况。另外，还

要加强监管协调，推动房地产业信息和数

据共享，确保信贷政策执行到位，共同促进

房地产业健康平稳发展。

铲掉草坪 “种”上灯泡铲掉草坪 “种”上灯泡

城 市 不 再 求 大
才 能 内 涵 发 展

张沛灏

建设“千万级城市”曾是南京确

立的“十三五”“宏伟蓝图”。南京市

有关方面近日明确表示，到 2015 年

不会建成“千万级城市”，对于人口

什么时候达到千万没有时间表。

在一片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声浪

中，南京市不再追求“千万级城市”

的表态显得难能可贵。近些年，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城镇化步伐加快。稍有点规模的城市，不管地理位置如

何、历史底蕴如何、发展基础如何，纷纷提出来要建国际

化大都市、国家级中心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就连一些

山区县城，也动辄提出要建成百万级的城市。

城市的建设发展应该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建立在

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如果脱离实际，一味地贪大求

全，只是以大为傲，结果难免得不偿失。说穿了，还是有

些地方官员不正确的政绩观在作祟。建设大城市举动大、

影响大，可以显示自己的“战略眼光和领导魄力”，上级

部门又容易看见，对自己升迁大有好处。至于是建成“面

子工程”，还是建成“鬼城”，对自己并无什么损失。

从这个角度说，南京不再追求“千万级城市”，是以

人民利益为重，以科学发展为要，以可持续发展为本。这

是一种自我否定、自我完善的表现。也希望这一做法能够

引起更多城市的思考和借鉴。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智能手

机营业利润达 125 亿美元，苹果用不足

两成的销量赚走了过半的利润，占比超

过 55%，安卓市场“统治者”三星赚走

约 41%的利润。二者相加，智能手机约

96%的利润被苹果和三星分食。强大的

品牌溢价、高效的产品供应链、时尚精

致的产品和有力的市场推广，是苹果和

三星利润创造的主要驱动力。

与 此 形 成 鲜 明 对 比 的 是 ， 在 2012

年，国产智能手机占据了国内市场销量

的一半份额，中兴、华为更是跻身全球

智能手机出货量前 5 位，但利润之痛仍

是不争的事实。受益于低成本芯片制造

商联发科技提供的完整芯片方案，国内

手机厂商新品推出速度较快、产品研发

周 期 缩 短 ， 有 力 提 升 了 产 品 价 格 竞 争

力。但由于缺乏创新和品牌影响力，在

硬件和系统上都需要依赖上游厂商，大

部分的国产智能手机厂商并不能走出差

异化路线，仍靠拼价格、拼配置来争夺

市场。可以说，2012 年国产智能手机厂

商都沉浸在你追我赶的硬件升级和价格

战上，市场份额占到了，利润只能暂且

放在一边。

是继续靠低价来保持市场份额的增

长，还是重点关注利润率的上升？国内

厂商已经必须做出抉择。在原本微利的

生存环境下，持续的价格战显然不是长

久之计。此外，三星、诺基亚等品牌已

加快低端智能手机的推出步伐。更有传

言称，苹果也有推出廉价版 iPhone 的计

划。一旦苹果、三星等品牌进入中低端

市场，并将销售渠道下沉，国内厂商的

生存空间将被大大挤压。进军高端精品

市场、提高产品利润率，成为国内领先

厂商的一致选择。

目前，国产智能手机售价大多在 800

元至 2000 元之间，3000 元以上利润丰厚

的高端市场被苹果和三星牢牢把持。近

日，中兴、华为和联想不约而同地推出

了 3000 元以上的高端机型。它们在工业

设计、屏幕显示效果、上网速度及手机

体积方面都下足了功夫，而且在软件创

新和改进方面也都有很大进步。可以预

见，今后一段时期，国内厂商的竞争重

点将从市场份额向企业利润转变、从价

格导向向品牌建设转变，这将是相关企

业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阶段。毕竟，

企业的最终目标是盈利和品牌建设，而

非纯粹的低价竞争。

以“科技创新 美好生活”为主题的全国科技活动周活动

正在深入开展。笔者注意到，在此次活动周的 1600 余项重

点活动中，虽不乏企业身影，但由企业牵头组织的并不多。

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在对待科普方面的表现令人忧虑。

在发达国家，科普主体系统较为丰富，形成了政府部

门、教育和科技机构、企业、传媒等共同担当的格局。国外

科普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于捐赠，企业捐赠占据不少份额。

在我国，企业的科普主体地位还有待进一步强化。统计显

示，我国有近 4 成企业没有开展过科普活动，在 2011 年全国

科技活动周中，来自企业的赞助只占总数的 9.95%。不少

企业在科普活动中呈现被动、边缘甚至旁观倾向。

不做边缘人，就要有科普动力。科普活动是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塑造企业品牌的重要渠道，是推广创新产品、挖

掘市场信息的有效途径。我国《科学技术普及法》规定，国

家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科普事业。社会力量兴办科普事业可

以按照市场机制运行。而《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也提到动员多方力量参与科普工作，推动形成社会化

科普工作格局。这就为企业开展科普活动提供了重要保

障。当创新愈加成为竞争焦点时，科普活动无论对内或对

外，都是企业营造创新氛围、积淀创新实力和提高综合竞争

力不应忽视的突破点。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广泛接触企业的

创新产品，对企业的科普活动也具有较大兴趣。体制的保

障、内在的需求和社会的呼唤，都应使企业拥有充足的科普

动力。

不做边缘人，还要有科普能力。科普工作讲究实用性

和趣味性，要被大众易于理解、接受和参与。这对主要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构成了新的考验。企业的科普工作不

同于其他科普主体，应充分发挥自身与市场紧密联系的优

势，不断增强将科普工作与产品推广、品牌宣传、职工技能

培训等有机结合的能力。企业的科普工作要在公益和经营

之间寻找结合点，要将科普活动稳定、有效地纳入企业发展

战略中。企业还应鼓励科研人员更多地参与直面终端消费

者的科普活动，以帮助他们获取灵感、改善创新。

有动力、有能力，还要有持之以恒的定力。科普活动对

企业的积极效用只有在长期过程中才能显现，企业从事科

普活动的社会效能也只有在逐步积累的过程中才能彰显。

企业莫做科普旁观者
董碧娟

某地曾经规划的“亚洲最大游

乐园”在停工十几年后最近被拆

除，原址将改建购物中心。

拆除后改建购物中心，对于已

然沦为“鬼城”的游乐园来说，也

算是涅槃重生。不过，规划中途夭

折，停工烂尾 14 载，所留下的不只

是孩子们心中那个夭折的梦想、不

能兑现的承诺，更有巨额的资金浪

费、大面积的闲置土地。

在利益诱惑面前，资本容易冲

动，率性而为。如果缺乏专业背景、

选址与消费需求不吻合、时机有点超

前，必然会导致项目的最终失败。

目 前 ， 很 多 地 方 在 招 商 引 资

时只看重表面上的数字，按照引

资规模论功行赏，缺乏对项目可行

性的科学研判。一些官员好大喜

功，盲目招商，导致不少项目成为

烂 尾 工 程 。 可 见 ， 在 招 商 引 资

中，政府必须保持冷静，因为政

府土地出让、税收减免等配套政

策，花的是公共资源和财力。一

个项目的夭折，带来的不仅是看

得见的沉没成本，更有看不见的

机会成本。

“亚洲最大游乐园”被迫拆除

的教训应该吸取。有关部门应建立

和完善招商引资绩效考核机制，通

过专家论证等形式对引资项目严格

把关，改变“只问播种不问收成”

的局面，避免宝贵的发展机遇再被

肆意挥霍。

经 济 热 点 面 面 观 ② □ 王信川

资金是房地产企业的生存之本，银行贷款尤其是个人按揭贷款，仍

是绝大多数房地产项目顺利运转的重要支撑。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

应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信贷调控，同时全面防范和化解房地产信贷风险

“最大游乐园”被拆的教训应吸取
张枫逸

“最大游乐园”被拆的教训应吸取
张枫逸

北京市海淀区一些街

道，原本令人赏心悦目的绿

化隔离带近日被铲掉。工人

们在地面上“栽种”起密密

麻麻的小灯泡。海淀区相关

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这些灯

泡是景观照明灯，被挖开的

植被将很快补种上。

城市美化确有必要，但

是把原本好好的植被先挖

掉，“种”上灯泡后再重新

种草，这种做法是否会使

城市更加漂亮暂且不说，

造成的资金浪费已是不争

事实。财政资金应更多花

在民生实处，希望有关部

门此类的拍脑袋决策能少

之又少。 （宗 编）
罗罗 琪琪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