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评 2015年3月3日 星期二星期二 9

伴 随 1 月 份 CPI 和 PPI 数 据 发 布 ，

对 中 国 经 济 陷 入 通 缩 的 担 忧 声 又 起 。

仅凭单一数据作出如此判断，未免武

断。综合各项宏观经济运行数据，我

国经济并未陷入通缩，无需过分渲染

通缩预警。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1 月份居民消费

价 格 指 数 （CPI） 同 比 涨 0.8% ， 跌 破

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下降 4.3%，连续 35 个月为负值。

有人认为，从数据看，我国经济已经

听 到 了 通 缩 的 敲 门 声 ； 还 有 人 认 为 ，

结 合 目 前 经 济 所 感 受 到 的 下 行 压 力 ，

已经处于通缩之中。

在随处都可发生蝴蝶效应的复杂

经济运行面前，如此简单的推断未免

太过草率。一个经济体进入通缩的特

征并非仅有一组价格数据，还有供给

不足、需求疲软、经济增速和就业人

口降低等指标。

首 先 ， 我 国 未 出 现 物 价 持 续 下

跌。通缩意味着价格长期下跌，单看

短期数据不足为凭。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 （IMF） 认为，物价下跌持续两年以

上才称得上是通缩。2010 年以来，我

国的年度 CPI 增幅始终在 2％以上，在

PPI 连续下降的 35 个月中，CPI 增幅也

始 终 保 持 正 值 ， 物 价 一 直 保 持 上 涨 ，

只是上涨幅度有所变化，这与上述通

缩特征有较大差异。另外，由于物价

在过去几年中上涨较快，目前居民对

价格上涨感受依然较强，尚未形成一

致的物价下跌预期。

其次，应当正视经济基本面。无

论是我国去年 7.4%的经济增速，还是

城镇新增的 1322 万就业人口，以及同

比增长 10.1%、高于 GDP 增速的全国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说明尽管目前

经 济 发 展 下 行 压 力 较 大 ， 一 些 地 区 、

部分行业增长乏力，但我国经济整体

运行状况仍然健康稳定。

第三，与通缩如影随形的消费疲

软 、 投 资 减 少 并 未 出 现 持 续 、 处 处

低谷的征兆。一般来说，通缩的状态

下，企业利润和职工工资被缩减，再

加上实际债务负担加重和物价持续下

降的预期，可能导致投资、消费需求

减少。而去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同 比 增 长 9.6% ， 大 致 与 收 入 增 速 相

当 ； 2014 年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增 长

15.7% ， 仍 保 持 较 高 水 平 。 以 电 商 、

服务业创新为代表的一批新的商业模

式的崛起，正在撬动和激发新的消费

热 情 。“ 一 带 一 路 ”、 产 业 升 级 、 环

境 治 理 等 政 策 引 领 的 投 资 热 潮 也 正

在 形 成 新 的 经 济 增 长 点 ， 投 资 的 信

心 ， 没 有 改 变 ， 改 变 的 只 是 投 资 的

方向。

也有人喜欢用国外的 CPI 数据对中

国 经 济 做 判 断 ， 但 衡 量 之 器 却 有 差

别。比如，我国在统计 CPI 时要计算所

有与居民生活有关的消费品及服务价

格水平的变动，美国等国家则统计将

燃料和食品价格剔除后的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也就是核心 CPI。统计方式不

同 ， 使 用 方 式 有 异 ， 生 硬 借 鉴 和 套

用，难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来自经济泡沫

破裂后、经历了“失去的 20 年”的日

本。此间日本两次出现通缩且间隔时

间不长，一次是 1998 年至 2005 年，另

一次 2009 年至 2012 年。即使日本央行

将名义利率降得很低，但由于通胀率

为负值，实际利率依然较高，导致企

业债务负担沉重，投资意愿降低，经

济长期停滞不前。

用一把尺子，描述出的是某一条

线上的点，两把尺子，描述的是 X 轴

和 Y 轴交会的点，而评判中国经济这

个 点 所 处 的 位 置 ， 显 然 需 要 更 多 的

轴、更多的维度、更多几把尺子，去

衡 量 ， 去 描 绘 。 对 复 杂 事 物 的 判 断 ，

仅 用 一 把 标 尺 来 判 断 ， 未 免 不 够 客

观，更谈不上全面准确。

判 断 标 尺 不 能 只 用 一 把
——一谈无需过分渲染通缩预警

才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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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

通过了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

促进法进行一揽子修改的修正案草案，明

确对民办学校实行分类管理，允许兴办营

利性民办学校。这对于民办教育来说，无

疑是个利好消息。

教育是民生之本，涉及千家万户，社

会力量举办的民办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民办教育发展很快，

但与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相

比，还存在不小差距。目前，民办教育仍

然面临诸多瓶颈，主要表现在：教育市场

规则不统一，社会歧视、隐形壁垒依然存

在；民办学校、教师、学生处于弱势，尚

未落实与公办学校同等法律地位；生源减

少及公办学校扩招使得民办学校生存空间

受到挤压⋯⋯

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

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通过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借鉴国际经验，

对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分类扶持、分类登

记，无疑是抓住了“牛鼻子”，使得困扰

民办学校多年的法人属性、教师身份、同

等 地 位 、 优 惠 政 策 等 一 系 列 问 题 迎 刃

而解。

需要关注的是，分类管理应保护出资

者的积极性，不管哪一类民办学校，都是

在从事公益性事业，在加大支持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的同时，社会各界不能戴着“有

色眼镜”看待选择营利性的民办学校。因

此，民办教育分类管理宜先试点、后展

开，先局部、后整体，先近期、后远期，

设计更多包容性政策，赋予不同地区更大

自主权，给予民办学校更多选择路径。

分类管理有利民办学校发展
阙明坤

“ 奇 葩 斑 马 线 ”

日前,湖南郴州龙泉路与东风路交叉口三条“奇葩”的斑马线引人关

注。该交叉路口中间矗立着一个绿化花坛,恰巧落在三条斑马线交点上,市

民经过斑马线后没地方落脚,既不方便也不安全。城市建设规划应以人为

本，有关方面应尽早采取补救措施，以杜绝由此带来的安全隐患。（时 锋）

随着我国大规模实施城市、工矿、林区、垦区等各类

棚户区改造，越来越多的棚户区居民圆了安居梦。数据显

示，截至 2014 年底，全国从棚户区改造中获益的困难群

众累计已达 2100万户。

过去几年，棚改的主要模式是，将原有棚户区拆除

后建设新住房，让棚户区居民实现原地或者异地安置。也

有一些城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施货币化安置，把拆迁

补偿等费用发放到被拆迁户手中，让他们自行到市场上购

买住房，完成安置。

拆迁后再建造住房供棚改居民进行居住的模式，体现

了政府主导解决居民住房困难的优越性，原地安置的居民

还不用远离熟悉的生活环境。不过，这种实物安置的模式

也有其弊端。从政府的角度而言，新建住房进度受制于拆

迁进度，安置房建设周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导

致过渡期限长，维稳压力大，后续费用多，安置成本高等

问题。安置到位后，经常出现安置房水电、物业管理、产

权办理、房屋质量等后续问题。甚至，房屋使用过程中出

现的其他问题，也有可能归咎于政府征拆，政府的压力比

较大。

对拆迁安置户来说，货币化安置可以让拆迁户根据自

己的需要任意选择中意的城市方位，喜欢的楼盘，可以买

新房，也可以买二手房，相比实物安置，货币安置有自己

的优势。除了能够避免实物安置的一些弊端之外，货币安

置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分化较为严

重，除了住房需求量较大的热点城市之外，一些城市新建

商品住房存量高企。在这些城市，与其再大规模地建造安

置房对棚改居民进行安置，不如充分尊重广大拆迁居民的

意愿，除一部分确需实物安置的之外，积极推进货币化安

置，让他们拿到补偿款后到市场上购买存量房。一方面，

安置的问题解决了；另一方面，过剩的存量房也能够得到

消化。

棚户区改造既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更是重大的发展工

程，棚改能增加消费和投资、助力经济增长，可以完善配

套设施、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城市竞争力。2013 年至

2017 年，我国将再改造各类棚户区 1000 万户。棚户区改

造还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同时，房地产行业与整个宏观

经济的关系十分密切。如果能将棚改与利用存量商品房两

者结合起来，不但可以加快安置速度，也能加快房地产行

业的资金回笼，对盘活地方经济将起到重要作用。需要明

确的是，消化存量房不是棚改货币化安置的唯一目的，棚

改货币化安置一举多得，不失为当前形势下盘活经济的一

招巧棋。

棚改货币化安置一举多得
亢 舒

棚改货币化安置一举多得
亢 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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