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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时评

“ 扎 堆 热 门 ”还 需 细 思 量
顾 阳

“等成绩比高考还紧张，选专

业比高考还繁琐!”这则网络上流传

的微博，道出了众多高中毕业生和

家长的焦灼状态。

随 着 各 地 高 考 成 绩 的 发 布 ，

抱有“趋热弃冷”择业心理的家

长 不 在 少 数 ， 甚 至 不 惜 为 孩 子

“包办志愿”，以求日后在工作上

高枕无忧。殊不知，这极有可能

让孩子面临毕业即失业或改行的

窘境。

纵观各地人才市场，当初选择

的热门专业越来越难以对号入座，

而曾经的冷门专业反而身价倍增。

之所以事与愿违，除了经济社会发

展变化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对冷

热专业判断上缺乏前瞻性。

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自觉或

不自觉地对收入高低、权力大小、

环境好坏等做出一些评价，从而形

成了所谓的冷门职业、热门职业。

但“冷门”与“热门”不是一成不

变的，在市场经济供求关系的作用

下，一拥而上的结果往往也将是一

哄而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选择

专业上同样如此，既要注重志趣爱

好，也须注重就业前景；既要充分

了解所报专业的学习内容，结合自

己的兴趣特长加以综合判断，也要

了解所报专业就业情况，关注未来

就业前景，在专业选择上真正做到

“量体裁衣”。

应该看到，专业本身并无绝对

的好坏之分，正所谓“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状元”。社会的正常运

转离不开各行各业的分工协作，社

会的发展进步更少不了各类专业人

才的支撑。无论是“热门”还是

“冷门”，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因此，选专业“趋热弃冷”还

需好好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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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囿于“以人论薪”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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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货币存量 银行要过三关
莫 端 易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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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国银行业出现所谓“钱荒”

引起高度关注。最新一则消息是，央行要

求一些大型商业银行提前安排足够头寸，

保证正常支付结算，并按宏观审慎要求对

资产进行合理配置。

在人民币存款继续走高、M2 余额达

百万亿元并保持较高增速的情况下，银行

业出现“钱荒”其实是个“伪问题”。外

界对这一问题的原因也已进行广泛讨论，

并基本达成共识：银行业近年来随意扩张

规模，表外理财业务发展不规范，“影子

银行”助推高杠杆扩张导致资金“回旋空

转”和套利是主因；大量资金流向融资平

台、房地产及产能过剩领域，造成资金回

流困难则是另一重要因素。

对于眼下这场“钱荒”，有乐观估计

认为下月中旬将能缓解。但长远来看，要

想摆脱“钱荒”频频来袭，需要银行业调

整发展理念。其重点则是落实上周召开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

议提出的“用好增量、盘活存量”要求

——这既是对银行业需端正经营方向提出

的警示，又指明了缓解资金供求矛盾的出

路。笔者认为，银行业要做到“盘活存

量”，必须要过三关。

首先是把准政策导向关，矫正经营

行为。国务院日前部署金融支持经济结

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措施，实际是给部

分认为“央行或将放水”的银行开出的

一剂清醒药方。部分银行必须放弃一旦

出现这种情况，就倒逼央行采用降准、

回 购 央 票 等 手 段 释 放 货 币 的 空 想 。 当

前，银行业要更好瞄准宏观决策“指挥

棒”的大方向，使经营行为符合监管要

求 ， 必 须 尽 快 摆 脱 盲 目 扩 张 的 发 展 思

路，坚决取消相互之间资金“空转”和

套利行为，处理中间理财业务占用资金

过多问题。同时，把好地方融资平台贷

款关口，遏制资金流入房地产及产能过

剩产业领域。

其次是把准信贷投放关，守住经营底

线。银行资金流状况与信贷决策意识偏向

存在很大关系。近年来，一些银行追求资

金高回报，及“重大轻小、重国企轻民

企”的理念没有根本转变，对大型国有企

业、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等贷款有增

无减。尤其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期限

长、金额大、现金流小，信贷资金回笼缓

慢，加大了资金紧张和风险压力。因此，

银行业应从此次资金紧张的原因中汲取教

训，除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外，消除对

待大中小企业和国企、民企“薄此厚彼”

的倾向。只有遏制信贷投放过分集中，确

保信贷投放流向实体经济，才能实现资金

高效、有序流动，使信贷行为与经济增长

需求相吻合。

再次是把准社会责任关，坚守经营

方向。银行业只有服务并服从于经济社

会 发 展 大 局 ， 才 能 更 好 地 承 担 社 会 责

任 ， 实 现 自 身 可 持 续 发 展 。 资 金 “ 空

转”和套利行为，不仅导致资金无法流

向实体经济，更导致了资金分配失调、

低效。银行业必须审视“经济活、金融

兴”的内在关系，认识到“服务实体经

济既是金融的使命，更是金融的根本”。

在进行经营决策前，应确保经营行为在

不偏离宏观经济决策的要求下拓展，确

保经营利益在促进经济社会增长前提下

实现，确保经营目标在实现金融经济稳

定条件下进行。舍弃了服务实体经济的

使命和根本，解决金融体系“空转”的

问题便成为空谈。

货运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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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货运组织改革正如火

如荼地进行。这是中国铁路总

公司成立以来实施的最重大改

革举措，无论对铁路自身还是

对整个经济发展，都大有裨

益。

货运一直是铁路收入的

“大头”，关系着铁路企业的生

存与发展。近年来，随着高速

公路网的日益完善和海空运输

成本的降低，铁路货运的竞争

力已受到明显挑战。最近，马

云与国内几大物流巨头整合抱

团，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智

能物流，让“铁老大”再感压

力。今年 4 月的全国货运总量

显示，公路、水路、民航、快

递业都有所上升，而铁路货运

量、货物周转量却分别同比下

滑 6.5%和 5.4%，降幅较一季

度进一步扩大。而原有的铁路

货运组织复杂、收费不够透

明、运价不能随行就市等弊

病，更是铁路为众多客户所

“抛弃”的一个重要原因。此

次改革提出的“简化货运手

续”、推行“门到门”全程物

流服务与“一口价”收费等举

措，为客户提供更直接、更方

便、更快捷的市场化服务，将

有利于打碎传统货运桎梏，吸

引更多的货运量回流，改善铁

路企业经营现状。

更重要的是，此次铁路货

运改革意味着铁路将真正实现

政企分开、向现代流通市场主体转变。“火车一响，黄

金万两”，铁路货运的全天候、低成本、大运力优势在

短期内难以被替代。近些年，铁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但政企不分、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等问题依然

存在，铁路货运“门难进、脸难看、手续繁琐”现象十

分突出，客户办理货运不仅要申报请求车计划、申报月

度计划，还要联系货物的受理和装车；不仅要找铁路货

运部门，还要联系铁路调度和运输部门，且收费项目繁

多。此次改革按照现代流通市场主体要求，大大简化货

运受理手续、拓宽受理渠道、实施更清晰透明的价格，

让企业真正回归市场，在客观上将有助于减少实体经济

的运输成本和各项非正常支出，提高运输效率。

铁路货运改革启动，只是铁路破除垄断、实施政企

分开、全面走向市场的重要一步，改革中势必还会遇到

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社会各界理解和支持，也需要有

关部门“扶上马，送一程”。其他垄断领域的改革也应

向铁路部门“看齐”，勇于抓住关键症结“破题”。只要

各行各业的改革都推开了，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制约

因素消除了，中国经济就能化解各种风险挑战，在改革

红利的推动下走向新的高点。

美 国 经 济 复 苏 隐 忧 尚 存
李正信

要准确判断美国经济形势，不但要观察

美国的最新经济数据，还需依据经济规律，综

合分析美国内外相关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互动

效应。客观地看，美经济今年的增速将好于

去年，但会明显低于美联储等美国有关部门

的预估。

说美国经济增速会好于去年，重要原因

一是房地产回暖，二是消费势头趋好，三是欧

洲经济可软着陆，四是经济规律使然。美经

济这几年总是增速疲软，根本原因是此次危

机的罪魁祸首——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近

几个月来房地产走势明显改善，5 月的住房

价格同比上涨了 11％，进入破产流程的房屋

数量同比下降了 24%。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

和亚利桑那这两个最重要的房地产市场，止

赎房屋数量降幅超过了 50%。房地产市场的

积极变化直接提拉消费，上月美国零售上升

率为 0.6%，超过预期的 0.4%，折合年上升率

4.3%，着实不低。

国际因素也不可忽视，尤其是欧洲经济

的止跌企稳，明显降低了人们对美国经济受

连带冲击的担忧。与此同时，还应看到经济

规律周期性的刚性作用。自 2008 年此轮危

机开始到现在，持续疲软了 5 年的美国消费、

住宅等因素，也已走到了下滑线的尽头，周期

性反弹显露头角。

基于这些因素，美联储等美国有关部门

预测今年的美国经济增速可达 2.3%-2.6%，

2014 年可加速到 3%-3.5%。然而，现实最终

很可能再次证明美联储又过于乐观了。原因

一是经济上的不确定因素往往超乎人们的预

期，二是美联储第一要务是防止通胀的心理

惯性，早就养成对经济预估偏高的嗜好。如

美联储对 2011 年增速预测值就高达 3.9%，不

但高于 3.1％的市场预测，且超出实际增长率

1.8%的一倍多。类似事例俯拾皆是。业内人

士相信，美联储对经济增速的估计，往往要高

过实际约半个百分点。

值得思考的还有，美国政府对近中期的

三大不确定因素未引起足够重视。首先是美

联储低估了政府自动减赤机制等消极因素下

半年对增长将形成的拖累；其次是新兴经济

板块增速下滑正成为美经济加速增长的挑

战；三是极度宽松货币政策氛围内长期徘徊

于 1％上下的美国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下行，

过低的通胀率也会妨碍美经济增长加速。这

种种因素的叠加，很难让美经济增速顺利触

摸到联储的预测水平。

诚然，在尽可能准确把握美经济增速及

其特点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需看清迎面而来

的挑战及机遇，未雨绸缪，争取主动。所谓的

挑战，一是游资向美国资本市场流动，二是美

国对部分国际市场的竞争加剧。在应对挑战

的同时，更不可忽视可能出现的机遇，如美元

走强可能相应提升我出口竞争力，美消费市

场进一步活跃可为中美经贸创造出新空间

等。其中最为重要的应是，面对美国经济复

苏带来的国际经贸新变局，我应着力关注新

兴行业及高科技领域内出现的机遇，综合运

筹，抢占新一轮经济发展之先机。

美国经济企稳回升已

成为世人共识，但随之突

出的问题则是如何更准确

地判断美经济近中期发展

轨迹，清晰看出新态势会

给我国经济带来何种机遇

和挑战，并未雨绸缪提前

应对

欢 迎 读 者 就 热 点 经 济 话 题 发 表 评 论 ，

来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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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京江宁区举办了一场招聘

会。工资待遇方面，农民工在 3500 元左

右，一些大学生看中的办公室文员则为

2000元。求职大学生直呼“太伤人”。

透过表象看就里，不难发现，求职大

学生之所以这样抱怨，恰是弄混了概

念，用自己一厢情愿的“以人论薪”去

套市场的“以岗论薪”。给 3500 元薪酬还是给 2000 元薪

酬，用人单位并不是看人给钱，而是以岗定薪。拿

3500 元的是焊工、喷涂等技术工种，拿 2000 元的是办

公室文员岗位。大学毕业生既干不了也不愿干技工的

活，而热衷的文员岗位薪酬不高，却又要“以人论

薪”，又怎能得出客观的结论？

事实上，文员薪酬比不上技工是一个大趋势。在国

外，技术蓝领和高风险、高体能消耗的蓝领工资高于一

般白领，早已司空见惯。市场以才论薪，大学毕业生想

要好“薪”情，须以才交换。大学毕业生的知识体系优

势，是农民工不具备的，几年之后，前者的薪酬或许已

经翻番，但后者则难有这样的增长潜力。大学毕业生与

其抱怨，不如正视现实，通过在工作中提升业务能力，

早日谋得个高身价。

6 月 25 日是第 23

个全国“土地日”。随着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

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土

地资源紧缺的瓶颈日益

凸显，国土资源形势依

然严峻。

（宗 文）

家电维修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一户人家

在日常生活里用到的家电有十几种。楼道里、家门

口被塞进的“家电维修”小名片，反映出市场的旺

盛需求。

但家电维修也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情。根据中国

质量万里行促进会公布的数据，在其 2011 年受理的

消费者投诉中，家电维修占 5.14%。针对家电维修

乱象，去年 8 月 1 日商务部曾发布 《家电维修服务业

管理办法》。

乱象之乱有多种，包括维修价格模糊不清、高低

不等，将小问题夸大、变小修为大修等多个方面。但

它们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收费高、二是收费乱。实

际上，2005 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发布了 《家用

电器维修服务明码标价规定》，规定家电维修经营者

必须实行明码标价。但经营者依然可以“自主定

价”、“随机定价”。同时，《规定》 只制约行业内的家

电经营者，行业外经营者以及“马路游击队”的收费

标准则“自己说了算”。

家电厂商的正规授权服务商，需要租店面、正

常交税、开具收据发票、按照规定的作业标准操

作，价格自然也高。正因此，消费者才转投“马路

游击队”，希望能少花点钱。但消费者享受方便、

便宜的同时，也多了风险。因为非厂家授权服务商

往往不使用原厂配件、或跨品牌使用配件，难以保证

质量，也可能出现价格虚高。

看来，提高家电维修行业准入门槛、加强对“马

路游击队”的监管是必要的。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还是要提供更多的正规服务、把正规维修的成本

降下来。一项“延长保修计划”开始浮出水面。

2006 年，某家电卖场开始提供延保服务。顾客

在购买家电的时候，还可以购买超出保修期外的维

修服务，通过缴纳不同的费用、将保修期延长 1 年

到 3 年。而这笔费用，家电卖场收回后就交给保险

公司、出具保单。不管家电卖场未来经营如何，消

费者权益有了保险公司保障。引入保险的方式来平

摊家电维修的成本、降低消费者的风险，令人耳目

一新。

近几年，延长保修的思路被众商家借鉴。一些电

商也开始提供此项服务，顾客网购时可直接支付 1 年

至 3 年不等的延保费用，费用会体现在发票里，作为

延保凭证。6 月份，某电商还推出延保一年特惠价，

以此招来消费者。像海尔等家电品牌支持消费者在保

修期即将到期时再购买延保，更是让惠消费者。依笔

者看，这个保险买得值。

看来，对于“家电维修难”这些市场上长期存

在的一些难题，加强创新、发挥市场作用是重要的

补充渠道。

给家电上保险，值！
陈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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