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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时评

经 济 杠 杆 应 合 理 运 用

□ 莫 端□ 莫 端经 济 热 点 面 面 观

经济杠杆率不应过快增长，但也不能因噎废食，对合理“加杠杆”

政策一律否定。要达到稳增长和调结构双重目标，确保经济运行保持在

上下限合理区间，需要科学灵活地运用经济杠杆

（更多内容请浏览经济日报腾讯法人微博
http://e.t.qq.com/jingjiribao）

管 理 摊 贩 要 变 堵 为 疏
北京一些客流量大的地铁站门口往往摊贩聚集、秩序

混乱。很多摊位不仅占了人行道，还踩踏了绿地。卖衣服
的、卖烧烤的⋯⋯城管查抄后不久，往往“死灰复燃”。

【微评】 地铁口、人行道小摊贩堵路并不是什么新话

题。商贩去了又来，说明有市场、能赚钱；普通百姓购物

更方便，却又烦恼于噪声和污染。小摊贩摆摊占道还不

缴税，确实不大合理，但其挣钱谋生并不容易，政府管理

不妨调整思维，在不影响交通的路段设置正规摊位，可能

更有利于解决问题。与其对游商摊贩“围剿”，不如变堵

为疏、合理“招安”，方能收到更好成效。

别 让 医 保 变“ 唐 僧 肉 ”

切 实 保 障“ 的 哥 ”权 益切 实 保 障“ 的 哥 ”权 益

在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讨论中，有这样

一种观点：导致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信贷规模膨胀和地方债务风险的重要原

因，是近年来我国经济杠杆率速度过快。

企业和地方政府等通过传统的银行信贷，

以及债券、信托、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

等方式融资，使我国经济总杠杆率自 2008

年以来上升约 30 个百分点。就此，有人认

为应通过“去杠杆化”，促进经济摆脱“虚

胖”症状，夯实实体经济基础。

客观而言，我国实体经济当前暴露出

产业困难、财政压力和金融风险等，与近

两年经济杠杆率增长较快紧密相关。欧

美等发达经济体在近年来应对金融危机

的过程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降低经济杠

杆率、促进再工业化。我国有关方面近期

也多次提出，要盘活货币、财政存量，引导

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不过，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对刺激

经济增长的合理“加杠杆”政策一律否

定。要达到稳增长和调结构双重目标，确

保经济运行保持在上下限合理区间，需要

科学灵活地掌握经济杠杆的运用。当前，

应主要解决以下 3个问题。

首先，应明晰经济杠杆化边界。我

国经济杠杆操作方式还不够规范清晰，

一些“不能用、不该用”的经济杠杆措

施也得以出笼，留下大量隐患。比如，

有些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强烈，与商业银

行谋求高利的欲望“一拍即合”。双方绕

开宏观调控要求，对本已存在产能过剩

或市场风险较大的行业，暗地实施投资

理财、信托融资等违规加杠杆行为，导

致地方债务规模膨胀，银行资金空转和

实体资金紧张。可见，当务之急是把各

种经济杠杆化的方式公开，并有针对性

地制订严格规范措施。只有把政府、银

行和企业三者融资活动置于全方位监督

之下，把一切“暗杆杆”透明化，才能

根本遏制“地下”杠杆的冲动和可能。

其次，建立杠杆化纠偏机制。目前，

经济“加杠杆”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与纠偏

机制不灵关系密切。比如，为遏制国际金

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国家在 2008 年后一段

时期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

的货币政策，帮助经济保持合理增速。但

有些地方没有控制好规模与速度，导致盲

目“加杠杆”行为大量发生，一些牺牲资源

环境的项目上马，还造成了严重产能过

剩。现在若“一刀切”实施去杠杆化，则陷

入另一种困境：经济增速有滑出合理区间

的危险，部分企业、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

可能会遭遇危机。因此，当前应建立经济

杠杆化动态反馈机制，提高纠偏能力，充

分体现经济杠杆化的阶段性和产业区别

性特点，针对不同地区、行业制订“有扶有

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确保经济稳健运

行，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再次，进一步明确杠杆化撬动目标。

有分析将我国实体经济遇到的困难，归结

为各种矛盾并存：部分产能过剩企业投资

规模膨胀与民营企业、创新型科技产业投

资萎缩并存，大企业资金充裕与中小微企

业融资困难并存，全社会资金总量充裕与

资金结构性矛盾并存等。这种现状表明，

相关部门对待经济杠杆化的目标还不够

清楚，方向性不强，导致资金在加杠杆过

程中，过多投向了大企业、垄断企业、泡沫

产业和虚拟经济领域。那些本应获得高

杠杆支持的产业和领域，却因为种种尚不

合理的制度和现实原因难以获得资金支

持，失去了快速发展的良机。

为此，在控制杠杆化率总体过快增长

的同时，未来应把“加杠杆”的目标重点锁

定在一些具有广阔空间、亟需扶持的行业

上，如科技创新型的、现代服务业的以及

极具活力的中小民营企业。在消费领域，

则要鼓励发展消费金融，出台优惠信贷和

财政补贴政策，进一步挖掘居民家庭消费

潜力。

据报道，云南怒江州某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专科医
院是一家既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的民营医疗机构，却在
州医保中心相关负责人的帮助下，顺利成为州、县两级医
保定点医疗机构。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这家医疗机构
共骗取126万余元的医保统筹基金。

【微评】 医保资金是百姓的救命钱，医疗机构违规骗

取医保资金的危害毋庸赘言。怒江州医保中心相关负责

人监守自盗，在明知该医院缺少必备申报资料的情况下，

将其申报医保定点医院。但在 5 年时间里，该医院的造

假材料连续通过审核，令人震惊。医保资金管理、使用本

应有十分严格的程序，但此案中相关监管制度却形同虚

设，一道道监管关口成了虚掩的大门。面对骗保，相关部

门不能止于个案查处，而要前移监管关口，扎紧医保制度

篱笆，堵住医保漏洞。要完善制度设计，加强日常监管，

别让医保资金成为“唐僧肉”。

因超出行业标准上调承包金，九尚、龙庆峡等5家出
租车公司此前被北京市运输管理局查处。近日，5家企
业整改完毕，公开向社会致歉，表示已重新核定承包金
额，并退还多收取的运营承包金额。

【微评】出租车调价是为了提高司机收入，从而更好

地便利市民出行。把本该属于出租车司机的合理收入通

过涨份子钱“蚕食”掉，实际上是对出租车司机合法权益

的侵犯。对于这样的违规行为要坚决打击，绝不姑息。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缓解打车难问题，必须严格落实

相关调价方案，让的哥的姐出车不倒贴钱，增强该行业的

吸引力，乘客才可能获得更优质的服务。

暑期档一向被各大电视台争抢，继宫廷穿越剧、抗战
雷人剧后，正在播出的《精忠岳飞》等被网友吐槽为新“神
剧”：岳飞用现代地图、金兀术肩膀有英文文身⋯⋯制片方
说，电视剧属于艺术作品，并非教科书，更不是纪录片。

【微评】在收视率唯上的电视剧市场，制作方怕的不

是观众挑毛病，越挑越有收视率。但是，电视剧也是文化

产品，反映了特定的内容和思想，也直接影响着电视机前

的观众，尤其对于一些青少年而言，电视剧不是教科书胜

似教科书。不顾自身条件，没有认真打磨，什么火就拍什

么，相关影视制作机构如此功利，势必产生大量粗制滥造

的作品，伤害的是整个社会文化生态。

电 视“ 神 剧 ”何 时 休

牛 气 冲 天

农 信 社 支 农 思 路 当 转 变
张晓玮

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涉贿案日前曝光

新的案情：在公司默许或授意下，医药代

表以“讲课费”等名义掩盖向医生行贿的

事实，巨额的医药“黑金”由此披上学术

外衣，源源不断流入一些医生的腰包，最

终却由患者埋单。除葛兰素史克外，另有

多家国外药企接受调查。有观点认为，随

着医药行业反腐力度的加强，我国医药价

格虚高问题有望得到根本缓解。

毋庸置疑，相关部门针对国内药品价

格畸高、行贿受贿等乱象开展的调查，有

利于我国药品生产和市场秩序的好转。笔

者认为，要让国内药品价格真正降到合理

水平，仅靠药品反腐还远远不够。

目前，国内药品流通环节过多、层层

加码、物流成本畸高，是助推药品国内价

格虚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挤出行

贿受贿等加码到药价成本中水分的同时，

也要挤出运费、仓储、人工等环节看似合

理实际不很合理的水分。改变国内药品流

通模式，逐步推进“企 （企业） 院 （医

院） ”对接等减少流通环节的改革和实

践，势在必行。

首先，要解决我国药品生产企业普

遍缺乏药物生产自主知识产权的问题。

如果药品纯进口，国内在价格制定上就

没有话语权；如果 （联合） 引进药品生

产知识产权，则产权转让费惊人，甚至

对方在专利期内根本不转让。要想真正

让我国百姓用上廉价高效的药品，包括

药企、科研单位和政府部门，都要高度

重视原药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和推广，

有实力才有发言权。

其次，要堵塞我国药品定价机制中的

漏洞。比如，相关定价管理办法规定，被

列入定价目录的药品实行国家和省两级定

价 （指导价）。但有关药企上报定价时会

刻意隐瞒成本，造成相关药品同类同质不

同价甚至高价。还有一些药品的定价 （利

润） 不合理，导致“降价死”现象频现。

第三，要加强新特药定价管理。一旦

通过临床试用和生产，国家允许企业在一

定期限可以自主定价。这就导致新特药频

出，有的甚至是换个名字、配方稍作改动

就成新特药，价格却大幅增加。这表明，

国内药品批号管理混乱状况还一定程度存

在，也说明“新特药药企自主定价”弊端

需尽快弥补。

可见，药品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每个

环节都有不可替代、不可忽视的成本和利

润因素。反药品腐败调查，准确说是销售

环节的腐败调查，无疑击中了目前国内药

价虚高的软肋。但这只是推进药价虚高众

多环节中的一环。要想让国内药品价格真

正降到合理水平，减轻患者负担和社会成

本，从药品流通机制、药品自主产权、药

品监管机制、药品定价机制等基础问题上

全面下功夫，才是根本之道。

反 腐 调 查 是 降 药 价 第 一 步
明 辉

央行日前宣布进一步推进利率

市场化改革，其中包括不再对农信

社贷款利率设上限。这有利于提高

农信社放贷积极性，解决“三农”、小

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央行负责人

日前也表示，随着“三农”的结构与

内涵发生重大变化，农信社的金融

服务在机制、管理、产品等方面也要

随之而变。

在中西部地区的许多乡镇中，

农信社是惟一金融机构。让农信社

发挥更大作用，有助于让金融意识

本就弱的农村居民享受到应有的金

融服务。受限于农业经济特有的高

风险、低收入的特点，多数农信社的

主要收益来源依然为存贷比息差等

传统业务。一些农信社在信贷投放

时，往往出于资金安全和效益的考

量而产生“惜贷”心理，热衷于发放

大额项目贷款，对于涉农、支农的小

额贷款项目兴趣不大。如此一来，

原本应投向农村的资金便无法起到

应有效用，农信社发挥“三农”金融

服务主力军作用更无从谈起。

农信社应以现代金融的思维，

立足服务农村多元化经济为出发

点，以信贷政策为导向，合理安排资

金投放。同时把握农业产业结构的

调整和城镇化建设的机遇，在信贷

支持对象和贷款投向上，实现由传

统农业向有科技支撑的现代农业、

由分散经营向产业化经营、由单纯

农业生产领域向生产流通领域的观

念转变。

此外，农信社还应制订出具体

的“三农”贷款营销管理方法，改变

信贷理念和员工考核办法，变“坐等

放贷”为“上门营销”；并可引入先进

的小微信贷技术，从技术管理的层

面降低信贷成本、防控不良风险。

在改革的关键时期，作为支持

“三农”金融服务的主力军，农信社

应尽早转变支农服务思路，莫到

“穷”时才思变。

（《农村金融时报》供稿）

调查销售环节的腐败，击中了国内药价虚高的软肋。

但这只是推进药价虚高众多环节中的一环，还要从药品流

通机制、药品监管机制、药品定价机制等问题上下功夫

“爱心水”需爱心呵护
江德斌

据报道，共青团郑州市委联合一些商家在市区设

置了 145 个爱心直饮水站，提供各项指标都符合国家

纯净饮用水标准的直饮水。但建成半年来，陆续发现

有市民用直饮水洗手或给宠物洗澡，有商贩对着出水

口洗各种水果，还有人用瓶子接水打水仗，甚至有些

设备也遭到人为破坏损毁，直饮水站的功能并未得到

充分发挥。

郑州设立爱心直饮水站的初衷，是为了方便在户

外工作的交警、环卫工、司机等就近免费取水饮用，

也给周边市民提供了便利，同时还起到了城市应急供

水的作用。这可谓一举多得，受到市民广泛好评，本

应得到用心呵护。

然而，部分市民的不文明行为却给爱心直饮水站

造成严重浪费，严重影响其发挥应有的功能。显然，

爱心直饮水站没有达到预期使用效果，除了部分人素

质不高、缺乏社会公德外，相关管理和运行机制上也

存在一定的缺陷，导致救急水被浪费，最终损害公共

利益。

这些公共设施遭浪费和破坏，损害的是全体市民

的利益。要扭转这种不文明行为，避免社会利益受

损，需要广大市民共同努力，当发现浪费水资源的不

当行为时需积极举报并加以制止，共同维护公共利

益。同时，政府有关部门也要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将

由社会组织捐赠的公共设施纳入城市综合管理体系，

与其他公共设施一样受到保护，并对破坏者依法予以

处罚。

在湖北，经过层

层筛选评比出来的优

秀农民工可以获得在

打 工 城 镇 落 户 的 待

遇；在广东，经过不

断努力赚足积分的农

民工有机会获得城镇户籍。当下，我们所能获知的有

关农民工的城镇落户政策，基本都是对农民工的一种

优待，被认为是农民工为这座城市挥洒汗水数年甚至

更长时间的一种回报。

然而，这种被政府看作是优待的政策，受农民工

群体关注的程度却在悄悄发生转变。据报道，在湖

北，优秀农民工获评两年后，没有出现如主管部门所

预想的趋之若鹜般申领城镇户籍的情况，优待政策悄

然“遇冷”。这种“遇冷”背后，我们看到了获奖农

民工对城镇户籍的理性思考。他们期待着有一天，能

不再依靠暂住证或者居住证表明身份，而是能真正公

平享受城市的各项待遇。不过，这个梦想距离绝大多

数农民工而言，依然遥不可及。

一边是面对落户政策的理性选择，一边是面对城

市梦难以实现的尴尬，这种矛盾共存的现状，给当前

的城镇化政策出了一道考题，如何才能在城镇化进程

中，真正给农民工以市民待遇。如何给予农民工真正

的市民待遇和相关政策保障，这是政策制定者们必须

考量的重要因素。我们希望执政者能看到农民工为城

市发展付出的巨大贡献，并更多考量如何设计出普惠

所有劳动者的政策。

其实，这才是农民工们的真正心声，即便是“冷

对”落户政策的优秀农民工们，也并非不想要城镇户

籍，而是不知道这个户籍对他们有何损益。在更多的

农民工看来，或许只有在城镇户籍不再仅仅是一种优

待而是一种普惠时，他们的城市梦才能真正实现。

（原载于7月25日《工人日报》，文章有删改）

落户城镇，不应成“优待”
张 翀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

来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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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各地屡屡

曝光“最牛违法车”。

据报道，超过10辆车

挂“陕E00000”车牌，

4 年交通违法数百

次，违法记录打印用

纸超过 16 米。这些

“牛车”违法行为长期

存在，反映特权车生

存的土壤没有禁绝，

只有公车严格守法，

李鬼浑水摸鱼的空间

才能被彻底铲除。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