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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 噬吞 噬 ””

近年来，以会议营销方式销售保健食品的经营行为日益增多，部分不法经营者

为了赚取高额利润，利用虚假宣传等非法手段，以中老年人为销售对象进行非法营

销，引发较多消费投诉，甚至引发一系列悲剧。但是，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没有治

疗作用。消费者特别是老年人，要警惕“专家义诊、权威证明、免费试用、宣称疗

效”等宣传营销“陷阱”，科学、理性消费。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要规范保健食

品会议营销，出台相关政策，把虚假宣传行为列为食品宣传欺诈，在对生产经营企

业处罚的同时，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进行处罚。 （时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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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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脱实向虚”要靠市场化改革化解

伍 戈
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抑制资产泡沫并不必然意味着资金会自动“脱
虚向实”。一方面，虚拟和实体经济难以割裂，不
恰当地抑制资产泡沫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冲击；
另一方面，“脱实向虚”反映的不仅仅是资金总量
的问题，其背后是更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在各类结
构性扭曲下，房地产等具有一定资产属性的行业回
报率才会明显高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尽管我
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抑制资产泡沫”的政策措
施，但是资金“脱虚向实”还没有显现。国际上的
历史教训也警示我们，面对高企的资产价格特别需
要讲究政策搭配和调控技巧。当然，“脱实向虚”
问题的彻底解决，最终取决于深层次的市场化改
革，解除实体经济的各类扭曲才是应对困境的有效
办法。

怎样才能在改善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的同时，
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第一，积极引进民营银行、互联
网金融以及从事直接融资服务的机构，改善对中小
企业和普通百姓的金融服务，支持创新与产业升
级。第二，真正落实让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
发挥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推动货币
政策框架从直接、数量型调控转向间接、价格型调
控，积极寻找有利时机提高汇率的灵活性，同时强化
市场纪律，让已经失去竞争力的产品和企业特别是

“僵尸企业”退出市场。第三，改革金融监管框架，既
要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尽早发现并控制系统性
金融风险，又要不断建立互联网金融监管框架，提高
监管部门的专业性、独立性和权威性。

雪场建设要有科学考证
目前我国雪场建设如火如荼，但雪场建设需要

有科学的考证和完善的规划，每座雪场都应该成为
其相应级别的精品工程，着眼长久利用。片面地增
加雪场数量短期看对于增加滑雪参与人数有帮助，
但长期看，低端雪场太多，无益于冬季运动的发展。
建滑雪场会破坏山地资源，因此要有好的整体规
划。与此同时，小雪场管理质量和服务水平有待提
升，国家也要对雪场标准有明确规定，否则雪场质量
参差不齐的局面对于行业发展的破坏力较大，不利
于滑雪人口的提升。

民间非法借贷何时了
夏先清 杨 倩

徐徐 骏骏作作（（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让“不干事最快活”的不快活
林火灿

人才无序竞争的症结在于高

校面临着各种考核、评比和竞争，

甚至为其所困。而目前考评体系

下的一系列显性指标归结到一点，

就是高端人才。为此，做好高端人

才的储备工作很有必要。与其挖

空心思挖别人家的人，不如苦练内

功，激发本校教师的创新力和活

力，提高本校教师待遇，培养本校

人才。同时，高校也要坚持开放包

容的人才观，以柔性方式让高端人

才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学术平

台搭建等方面贡献聪明才智

以开放高水平吸引更多外资
冯其予

用科学考评体系规范高校“挖人”
陈 朋

随着“双一流”大幕的开启，各地
高 校 掀 起 新 一 轮 人 才 引 进 大 战 ， 在

“挖”人才上可谓不惜成本，有的高校
甚至开出“100 万元年薪”“800 万元房
补”“3000 万元科研启动资金”等优厚
条件。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高校人才的
合理流动，是必要的也是正常的，能促
进学术交流，实现智力资源重新组合，
也能给人才带来工作生活境遇的改善。
更何况，与国外一些大学的人才流动相
比，我国高校人才流动频率相对较低。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一些已经
出现的无序状态。目前，有些高校动辄
开出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年薪、住房补
贴、科研经费，四处网罗人才；一些头
顶各种称号的人才也摩拳擦掌，干着

“东家”的活儿想着“西家”的事，穿
梭于多所大学之间谈条件、要待遇，以
至于有些高校老师相见就彼此打听是否

“谈好了”。
“谈好”另一所高校，对个人意味着

更好的收益，但对带给其流动资本的高
校来说，却未必如此。因为，一些高校花
费重金引进的人才，必定是头顶各种光

环的“大咖”。从人才成长发展规律看，
培养人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既需
要人才自身的努力奋斗，也离不开所在
单位的培养。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在
获得一些称号、积累一定资本后频繁跳
槽，既影响了正常的高校教学科研秩序，
搅坏了正常的人才市场环境，也从情感
和收益上给原属高校带来不小损失。

当然，这并不是要把责任都推到个
别人身上。实际上，人才无序竞争的症
结在于高校面临着各种考核、评比和竞
争，甚至为其所困。在目前的考评体系
下，直接影响一所高校所处地位乃至生
存的关键，是各种学科评估、重点学科
建设、博士学位点立项、专升本等显性
指标。表面上看，这些考核要素各成一
体，但本质上都集结于高端人才这一核
心要素。很多高校的逆袭表明，谁集结
了学科顶尖人才，谁就会在竞争中掌握
话语权，赢得主动。随之，既能获得各
种项目、各种实验平台等物质实惠，也
能提高学校在相应学科中的地位形象。
正因如此，一些高校才使出浑身解数去

“挖人”。
争取人才，是大学的职责所在。为

了在竞争中不出局，做好高端人才的储
备工作很有必要。与其挖空心思挖别人
家的人，不如苦练内功，加强自身建
设，激发本校教师的创新力和活力，提
高本校教师待遇，培养本校人才；与其
担心自己的人才被挖走，不如创造条件
让人才心甘情愿留下来，给予人才应得
的尊重，让人才能够潜心钻研学术。一
些个案已经表明，今天被重金吸引的
人，明天同样会在别人的诱惑下再次
背弃！

同时，高校也应该树立“不求所
有，但求所用”的理念，坚持开放包容
的人才观，以柔性方式让高端人才在学
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学术平台搭建等方
面贡献聪明才智。如果大多数高校都能
这样做，那么，恶性的无序流动必将逐
渐丧失市场。而对于那些明显存在无序
流动的人才，则应从制度设计上加以规
制和引导。比如，在一些高端人才称号
评选上，严格规定入选者应当在申报单
位工作满一定期限，并将其作为前置资
格审查条件。只有从制度建设和内在基
础等方面同步发力，才能让人才合理流
动、有序竞争。

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
事长傅成玉的一番发言颇受关注。他表
示，在调研中听到干部反映：“干得好的
没认可，干得不好有考核；有了争议没
保护，出了问题要追责；干得多的毛病
多，不干事的最快活。”

“不干事的最快活”，这样的怪现象
也许只发生在个别地区和个别部门。但
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却是一些共性的问
题。一方面，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
入深水区，改革发展中面临着许多新情
况、新问题、新矛盾，而一些领导干部
主动研究不够、思考探索不足、应对办
法不多，造成主观上虽然想担当、却不
知道如何担当作为的问题；另一方面，
部分领导干部在困难和压力面前存在畏

难情绪，缺乏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
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还有些领
导干部出于私心，担心犯错担责，索性
在工作中撂挑子不干。

问题是，“不干活”看似让个别领导
干部“快活”了，但中央出台的许多政
策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就会因为这些人的

“快活”遇到“梗阻”，政策措施的红利
也就很难真正落地。这不仅影响党和政
府的形象，也会贻误发展时机，影响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

改革从来就不会有坦途，尤其是攻坚
阶段的改革，啃硬骨头、涉险滩的任务将
更加繁重，破除藩篱、往前走的路途也会
更加艰辛。这就需要狠狠刹住“不干事的
最快活”这股歪风，根治“干的不如看的，
看的不如提意见的”这一现象，使广大领

导干部进一步树立改革勇气，汇聚改革力
量，破解改革难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
断取得新突破、实现新跨越。

刹住“不干事的最快活”这股歪
风，一方面要通过强化政治理论学习和
制度性约束，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意
识，使“懒汉”“庸人”无处藏身，使领
导干部进一步树立必胜信念，敢于担
当，知难而进，滚石上山不松劲，爬坡
过坎不避难。要加强领导干部的能力建
设，帮助其更新知识结构，解决本领不
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等问题，提高
领导干部知识化、专业化水平，提高其
履职尽责的素质和能力。

另一方面，在改革攻坚中，确实会
遇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新矛盾。解决
这些问题和矛盾，没有前车之鉴，无法

按图索骥，也不可能每一步都像过去一
样“摸着石头过河”。因此，要赋予领导
干部更大的改革自主权，鼓励其先行先
试，锐意改革，不断创新，对改革中出
现的错误和弯路给予必要的宽容。同
时，要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通过创新
制度供给，建立激励、奖惩、问责等一
整套制度安排，保证在改革中能者上、
庸者下、劣者汰。

当然，允许领导干部在改革创新中
先行先试甚至犯错误，也不能成为个别
干部独断专行和搞个人英雄主义的“挡
箭牌”。改革创新仍然要坚持科学决策，
而且一旦改革举措在实践中被证明确实
有不当之处，也应有错就纠、有错快
纠，并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为继续深化
改革积累更多经验。

日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在
召开的例行发布会上透露，商务部正在
对 2015 年版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进行修订，我国将在 2015 年大幅度开放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缩减
限制类措施，其中，部分行业将取消合
资合作要求或外资股比限制。这番有针
对性的回答表明，中国正在以实际行动
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可以说，这也
是对近段时间来有关“中方给外资进入
设置障碍、强制性技术转让”等传言的
有力回应。

我国现行的外商投资法律规定，绝
大多数领域是完全对外资开放的，只在
少数敏感领域对外商投资有股比限制。
2015 年版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已
经将“限于合资、合作”条目的数量从
之前的43条减少到15条。我国现行法律
规定中，也没有对外国投资者强制性技
术转让的要求。此外，我国还鼓励我国
企业与外国企业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
外方与中方合作者商务谈判中涉及的具
体合作条件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不应与
强制性技术转让混为一谈。

在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复苏动
力不足的情况下，全球跨国公司投资意
愿其实并不强烈。今年早些时候，联合
国贸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全

球外国直接投资 （FDI） 流量下降 13%，
跌至 1.52 万亿美元。但是，即便是在这
样的大环境下，我国吸引外资较 2015 年
还是增加了 2.3%，达到 1390 亿美元，位
居全球第三位。这一系列数据充分表
明，中国仍是跨国公司投资的热点。

具体到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产业链
齐全、价值链完备，相关产业上游下游
任何一个产业进入我国，都能找到相配
套的企业；另一方面，我国的投资环境
不断完善、不断向好。不久前，国务院
出台了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的 20
条措施，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制造业、
采矿业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增加了外资
在华的投资机会。

我国政府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已对
外资做出明确承诺，即利用外资的政
策不会变、对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
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
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法律法
规的完善、产业配套能力的增强、巨
大的市场潜力，使得过去 20 多年来，
我国都保持在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第
一的位置上。相信随着我国营商环境
的进一步改善，扩大开放水平的进一
步提高，未来中国仍将保持对外资相
当规模的吸引力。

在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复苏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全球跨国

公司投资意愿其实并不强烈。即便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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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岁年轻人于欢的故事，让刚刚过去的几天都被
黑色笼罩着。在“杀死辱母者”于欢的悲剧中，除了难
以划定的法律和伦理界限外，民间非法借贷问题也是无
法忽视的灰暗。

民间非法借贷定价偏高，偿还和催收机制存在诸多
不规范⋯⋯这些问题正是民间非法借贷的深层病灶。野
心勃勃的高利贷“玩家”在利益的驱使下往往狮子大开
口，利滚利的债务雪球也总把欠债人压迫到窒息。讨债
难催生出暴力催收大军，甚至衍生出专业的“艾滋讨债
团队”，不惜以命相搏的借债和催债暗示了太多民间非
法借贷中的暴利和暴力。

但是，民间借贷的需求又日益旺盛，尤其是中小微
企业和次贷人群。2015 年中国银行业不良率突破 2％，
银行坏账率的增高使银行不得不收紧风控。这一行为在
某种程度上关上了中小企业和次贷人群从银行获取贷款
的大门，民间非法借贷的市场在中小微企业渴望生存的
欲望中滋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不得已”是大
多数正常人接触民间非法借贷的苦衷。

可是，即使“不得已”也千万“要不得”。“一毛钱
月 息 ”“ 坏 账 风 险 金 ”“ 隔 夜 息 ”“ 先 扒 皮 ， 后 抽
筋”⋯⋯民间非法借贷使用的每一句黑话都隐含了肆无
忌惮的嚣张。民间非法借贷往往逼得许多人家破人亡，
妻 离 子 散 ， 不 规 范 的 校 园 贷 竟 要 求 女 大 学 生 “ 肉
偿”⋯⋯悲剧一幕幕在本来温馨的家庭上演。道德情感
上的同情不能折算成救命现金，再痛彻心扉的后悔也无
济于事。因此，必须对民间非法借贷说“不”，从个人
做起，拒绝民间非法借贷。没有市场，就无人运作。

而要想真正铲除民间非法借贷生存的土壤，只有尽
快从法律层面规范民间借贷机制，疏通民间借贷经济纠
纷渠道。与此同时，必须重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
题。我国私营企业超过 1598 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
5073 万户，从业人员达 2.57 亿，创造 GDP 超过 60%，
提供了超过 80%的城镇就业岗位和 90%的新增就业岗
位。因此，国家应尽快出台有效政策助力中小微企业发
展，在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的形势下帮助实体经济渡
过难关。

“不干活”看似让个别领导干部“快活”了，但会让许多政策措施在实施过程中遇到“梗阻”，政策措施的红利

也就很难真正落地。刹住“不干事的最快活”这股歪风，一方面要通过强化政治理论学习和制度性约束，强化领

导干部的责任意识，使“懒汉”“庸人”无处藏身；另一方面，要赋予领导干部更大的改革自主权，鼓励其先行先

试，还要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保证在改革中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