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评时 评 2014年4月18日2014年4月18日 星期五 5

“ 经 济 悲 观 预 期 ”论 调 站 不 住 脚
张 伟

不能将月度或季度的短期波动，当成趋势性长期回落；也不能将改革进程中局部的风险

释放，视作整体风险爆发的前兆；更不能将总量增长的速度调整，等同于经济形势的整体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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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经济增长数据公布，7.4%的 GDP 增速虽较

上季度放缓，但由于符合预期，市场表现整体稳定。

但网络上关于“中国经济正面临长期衰退”的论调也

再有抬头之势。对其稍加梳理，又大致可分两类：一

类是部分民众对经济规律不甚了解，但易受舆论影

响，看到增速放缓，表现得“很焦虑”；另一类则是少

数所谓专家学者，长期唱空中国经济，认为自己的预

言得到验证，并断言“未来或将彻底崩盘”，表现得

“很专业”。

这两种议论又相互影响：一方面，“专业人士”的言

论会强化“焦虑者”的不安；另一方面，“焦虑者”的存

在又成为“专业人士”新的论据。最终，两类情绪交织

发酵，通过少数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介传播，表现为对中

国经济增长的“悲观主义预期”。虽然类似议论近年来已

反复出现，但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时，应特别防止

其渲染扩大，甚至传递影响到实体经济发展的信心基础。

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在一段时期、一定范围

内出现合理波动，本是平常之事。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

已进入提质增效升级的新阶段，增速稍微慢一点，既是

潜在增长率变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动

追求。因此，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全年增长目标定为

7.5%左右。“左右”二字表明：无论是比7.5%高一点，还

是低一点，只要能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不出现较大波

动，都是可以接受的合理区间。因此，此次一季度7.4%

的GDP增速，以及就业、结构调整等出现的趋势性积极

信号，都表明当前增长属预期范围，大可不必悲观焦虑。

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的关键阶

段，更要看到其增速背后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不能

将月度或季度的短期波动，当成趋势性长期回落；也不

能将改革进程中局部领域的风险释放个案，视作整体风

险爆发的前兆；更不能将总量增长的速度调整，等同于

经济形势的整体恶化。

这样的逻辑并不复杂，道理也不深奥，但为什么仍

有人对整体经济形势向好趋稳视而不见，却一味强调

“增速比预期慢了0.1%”呢？如果说，部分民众大多缺乏

专业经济学知识，容易人云亦云、盲目跟风；那么，一

些经济学家、国际知名机构，屡次置“预言破败”的风

险不顾，长期唱衰中国经济，就绝非“专业探讨和认识

分歧”就能解释了。据媒体报道，少数所谓经济学家以

“唱空中国”为卖点，在媒体上语不惊人死不休，赚了名

气再出书，四处演讲，出场费已飙升至几十万元；一些

投行、机构则一边唱空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另一边则

悄悄在外汇、证券、期货等市场做多中国概念；还有的

国际组织则趁机向中国施压，抛出所谓“量身打造”的

改革方案，其真实用意不言自明。

经济学中存在一种“预期的自我实现”理论，大意

是指：如果一个主体预期经济上会有某些特定事件产

生，并按照这个预期采取预先行动，往往会导致这个特

定事件的真正发生。特别是悲观的预期更易通过财富、

信心和“金融加速器”等效应，将压力传导至实体经

济，最终导致不堪的后果。因此，对于目前一些恶意

“唱空”、“悲观主义预期”论调，人们需要格外警惕，防

止其扩大影响，蛊惑人心。

中国经济正处于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增强忧患

意识，做到防微虑远十分必要。但无论从专业分析还

是现实状况看，我们都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具备继续保持中高速发展基础和条件。当

然，要使那些“唱空者”落空、“悲观者”散去，需要

我们进一步凝心聚力、多方施策，当前重点是通过向

深化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动力、向改善民生要

动力，用改革的实效、发展的成果，夯实经济发展

“行稳的基础、致远的动力”，使“悲观主义预期”不

攻自破。

在日前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4 年

年会上，有关互联网金融的一个观点受

到普遍认同：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银行各

具优势，短期内谁也替代不了谁，二者

应该合作共赢。

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底，我国网

民规模达到 6.18 亿，其中通过手机上网

的网民占 80%。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

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

生活方式。其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互

联网正在对传统行业进行着渗透和改

变，互联网和传统产业间的界限日益模

糊。在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较量中，“完

胜”、“消亡”、“替代”、“颠覆”等充满

冲突性的字眼夺人眼球，一边是新技术

的拥趸凯歌高奏，一边是传统产业从业

者心怀戚戚。

剧烈的冲击之下，传统产业唯有加

速转型。转型利器之一，便是顺应形

势，依托互联网思维对已有行业的潜力

进行再次挖掘，重新提升传统产业。

以互联网金融为例，自余额宝搅皱

一池春水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可谓风

生水起。它拓展了交易的可能性边界，

提高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对金融

改革和创新提出了新的挑战。它攻城略

地，来势汹汹，倒逼传统金融机构纷纷

利用互联网对自身营销模式和渠道进行

整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互联网金融

对传统金融业即便有所颠覆，这种颠覆

也是创造性的，而非摧毁性的。

再看近年来传统媒体的发展转型。

随着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互联网

新兴媒体的迅猛发展，媒体格局和舆论

生态也随之改变。不时有人断言，新媒

体将在短时间内完全取代传统媒体，成

为最主要的传播方式，“纸媒消亡论”更

是甚嚣尘上。从媒体的发展历史看，每

一种新兴媒体的出现，都不同程度地丰

富了人类社会的传媒形式，各媒体间能

够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新技术与传统媒体之间并非你死我

活的替代关系，而是合作关系。传统媒

体与新兴媒体各有优势，新兴媒体在信

息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渠道上为传统媒体

做补充，传统媒体在内容上为新兴媒体

提供支撑。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树立

一体化发展观念，强化互联网思维，增

强借力发展意识，形成适应融合发展的

新观念新认识。从实践来看，传统媒体

在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中，传统优势

得以巩固，新的优势正在形成，两者相

得益彰，媒体的舆论影响力及传播力也

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可见，谁率先把握

机遇求变图新，谁就将获得未来媒体竞

争的主动权和生存权。

正如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所说，很多行

业用互联网思维再做一遍，会对消费者有

利，更对这个社会进步有利。“尽管有很

多冲击，但我还是非常乐观，我觉得未来

这些行业会因为互联网而变得更先进，中

国会因为互联网而变得更强大。”

所以说，互联网的发展之势不可逆

转，与其谈网色变，终日惶惶于互联网

又在抢谁的奶酪，不如积极调整心态，

在融合中做大蛋糕，共生共荣。

与其谈网色变 不如融合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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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金融产品之所以能

顷刻拥有大量粉丝，在于它

们大大降低了客户的准入门

槛，极大便利了客户的业务

办理，找准了客户资金有效

利用的突破口，唤起了客户

对于新鲜事物的兴趣

据报道，今年已有 5 个省份公布了重点项目投资计

划，投资总额超 7 万亿元。投资计划中有一个可喜的

变化：投资结构更加优化，在地方政策投资清单中，涉

及民生、环保和结构调整的项目在增加，城镇化的投资

在增加，对房地产投资关注在弱化。

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运行仍在合理区

间，但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加大。因此，不少地方政府

把稳增长列为重要任务，其中的一个着力方向就是稳投

资。此轮地方投资结构优化，值得点“赞”。

一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为城镇化发展指明了

方向。由于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地方

投资转向城镇化也是在为“人的城镇化”投资。这无

疑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

二是，长期以来，我国不断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

作力度，不过总体投入仍然不足。此次涉及民生的项目

增加，说明地方政府把改善民生真正摆在了重要位置。

第三，地方投资更加突出了环境保护，不仅是因为

雾霾等环境问题十分突出，而且因为环保产业被公认为

朝阳产业，蕴藏着巨大商机。

不过，投资转向民生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者，不

能把民生当成筐，或者假借民生之名行政绩之实；二

者，如果是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民生，如何把握民生项目

公益性、保障性与民间投资收益的平衡，值得深思。同

时，地方投资转向环境固然可喜，但也要把握好公益性

与商业性的尺度，并给民间资本创造公平的投资环境。

需要警惕的是，从过去城镇化变“房地产化”来

看，地方政府最依赖的还是土地财政。最近部分地方房

价下跌，已经频频传出某些地方政府或将救市的消息。

所以，地方投资是否真正弱化房地产投资，还待观察。

地方投资结构需再优化
冯海宁

近日，河北省司法厅表示，该省将推动律师担任省政府、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的法律顾问工作，并建立健全省政府

主要职能部门、市级政府的法律顾问制度。政府建立法律顾问制度，既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积极尝试，也是提升政府

依法施政能力的有益探索。随着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民众法治意识、维权理念持续增强，这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更加

知法、依法、守法，在法律的框架和范围内活动，不断提升依法治国理政的能力。 （时 锋）

走好走稳走好走稳

4 月 16 日，温州市房地产行业协会、温州市工商联房

地产商会联合发出倡议书，要求对“房闹”现象进行抵

制，恳请当地政府予以干涉。

“房闹”确实不是个小问题。在房价依旧偏高的形势

下，普通百姓买个房确实不易。此前，每当房价下降、大幅

打折优惠，或者一些开发商的承诺没有兑现时，总有些地方

出现“房闹”现象，购房者不接受“多花了冤枉钱”，采取多种

方式甚至以极端方式要求“补差价”或者“退房”。

“房闹”不仅关系多方利益，也关乎社会和谐稳定。

地方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去接这个“闹心的皮球”。但接球

的时候，要注意方式，评判是非。也就是说，在介入时，

政府不应贸然“站队”，而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

绳，作出准确处置。情况不同，处理措施也应差异化。

首先，要维护法律法规和商业合同的严肃性。分析案

例不难发现，一些开发商在销售房子时，往往以赠送面

积、学区房等作为宣传噱头，吸引消费者购买。等收齐房

款或到交房时，开发商却公然违反合同条款和公开许诺，

不兑现当初的诺言。对此，必须以事实和合同为依据、以

法律为准绳，对违反合同规定、弄虚作假的开发商予以严

厉惩处，维护购房者的正当权益。

其次，可建议或组织购房者与开发商协商解决纠纷，

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如一些“房闹”期待的小区“山水

环境”或学区房等没有实现，开发商又没有明确否认不去

建设，政府部门在介入时，可建议业主与开发商协商，并

敦促开发商尽快解决。又如，当购房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房价出现下降，购房者与开发商也可以通过协商手段去解

决纠纷。

最后，必须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坚决制止“房闹”者

的无理取闹。市场经济下，没有任何一种商品只涨不跌，

或只跌不涨，自愿合法的买卖行为要履行市场经济契约精

神。若因房价下跌，有人就去“闹”，不仅是对买卖合同

和法律效力的漠视，还是对市场秩序的蔑视。所以，对于

无正当理由的“房闹”者，不能任其违法胡来；情节严重

者，可移送至司法机关处理。

“中国驰名商标”，这个曾让众多企业趋之若鹜的金字

招牌，今年将有重大变化。今年 5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新

《商标法》 明确禁止生产者、经营者用“中国驰名商标”

字样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

有人质疑，当“驰名商标”不能用于产品广告宣传，

其作用和价值将大打折扣。但是，无论是“驰名商标”设

立的初衷，还是其后在市场运行中的效果，都已表明“驰

名商标”不宜频繁出现在商业活动中。

一段时间以来，市场经营者把“驰名商标”作为荣誉

称号和宣传手段，使其逐渐变味儿。部分企业甚至通过弄

虚作假获取“驰名商标”，以利于在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

博得更多消费者青睐；一些地方政府将辖区内有多少“驰

名商标”作为政绩，为此不惜重金奖励；一些评选、认定

机构则通过各种手段，借机进行权力寻租。而大多数消费

者无法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基本是看广告、认牌子

消费。种种因素导致“驰名商标”泛滥，在误导消费者的

同时，也破坏了市场环境的公平性，损害了公权力的信誉。

实际上，优质品牌产品之所以优质，不仅在于其良好

的服务、严格的质量保证等，还在于其历经多年市场磨砺

并不断创新品种，而这些内涵绝非一纸“驰名商标”所能

涵盖。从长远来看，企业要想获得竞争优势，不应把“驰

名商标”等当作招牌，而应致力于提高产品质量，优化用

户感受，增强核心竞争力。

“驰名商标”该隐退了
徐 达

处理“房闹”要差异化
马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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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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旅游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南宁市近期有 10 家

星级酒店退出了星级酒店市场。曾经的五星级酒店，也有

3 家被摘星 （取消星级），另有 2 家处于限期整改阶段。另

据了解，在不少地方甚至有酒店主动申请摘星。

国家有关部门对星级酒店的评定有着细致而严格的标

准，而且星级越高，要求就越高，标准就越严。长期以

来，为了从“无星”升为“有星”，从“低星级”升为“高

星级”，国内一些酒店绞尽脑汁，投入不菲。而今有些酒店

开始主动“降星”“摘星”，到底是为了什么？

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

对公款旅游、公款开会、商务考察起到了明显的遏制作

用，星级酒店这块蛋糕被大大压缩了；二是随着 《旅游

法》 的颁布实施，旅游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散客游代替

了团体游，而散客在住宿的选择上，往往以“物美价廉”

为主要标准，“物美”但“价不廉”的星级酒店自然受到

了冷落。

从原来的积极“创星”、“升星”到现在的“摘星”、

“降星”，正是市场回归理性的表现，对酒店行业来说既是

挑战，同时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如果原来的星级酒

店不尽快转型思变，还是固守着传统的经营策略和经营模

式，总想傍着政府这棵大树就可以吃喝不愁，那么迟早会

被市场淘汰。

虽然说没有了公务消费这块市场，但星级酒店面对

的却是大众消费者群体这块更大的市场。只不过因为以

前高端星级酒店价格实在太高，让普通消费者望而却

步。现在一些星级酒店主动降低身价，走上平民化路

线，或降价促销，或靠特色经营，推出特色服务，也逐

渐站稳了脚跟。

星级酒店理性回归，既可以让普通老百姓享受到更好

的服务，又有利于酒店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是个好事。

“酒店摘星”是个好事
苑广阔

朱慧卿朱慧卿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