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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今年一季度，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对违规机构的处罚金额已达数

十亿元。处罚力度加大、处罚节奏加快，表明金融监管正在全面升级。近年

来，我国金融市场快速发展，但也出现了各种乱象，监管套利行为增多，不

仅损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也引发了资金脱实向虚和资产泡沫，已经

到了不得不管的时候。提高监管效能，严密的制度是保障。对于金融领域的

各种乱象，相关部门应加强全链条监管，借鉴国外成熟市场的监管经验，

“提前预防，露头就打”，降低对各种市场乱象的立案标准、起诉标准和认定

标准，从而增强监管的威慑和打击力度。 （时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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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保卫处认领丢失的 iPhone，居然要缴费 10
元才能领走。”近日，四川传媒学院一名学生的微博引起
关注。学院解释，设立“失物招领费”是为鼓励校内拾
金不昧的良好风气，同学如不想交，会由学校代付。

@老邻居：如果失主在自愿的条件下交一些“招领

费”，属于常理，但必须交，就有违失物招领的本意了。

@朱金良：有偿领回丢失物可谓一种尝试，虽不

值得大力提倡，但也可让那些经常丢三落四的人长长

记性。

据报道，美国小伙苏永邦，在中国学习期间，爱上了
中国的煎饼，于是就在纽约开了一家自己的食品摊，成
了“网红”。无独有偶，纽约“饼先生”餐厅也是靠煎饼起
家，他们甚至还邀请北京煎饼师傅到纽约为员工培训。
一个煎饼卖到 15美元。

@一泓清水：生活中不是没有商机，而是缺少发

现，将一张煎饼做成大生意，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做不

到的。

@随便：很好的创业项目，把中国的传统小吃传播

到国外，值得点赞。

@江东小飞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用

心去做，做什么都能成功。

（王咏倩整理）

近日，河南省政府就 《河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
为人员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集意见，提
出有重大影响的见义勇为者，拟奖励 10 万元以上；负
伤 治 疗 期 间 不 得 扣 发 工 资 奖 金 ； 不 得 辞 退 见 义 勇
为者。

@王宗征：对较有影响的见义勇为者，既要奖励也

要保护，除了一次性物质奖励外，还要在人身安全保险和

生活保障等方面予以照顾，为其解除后顾之忧。

@徐凤利：从出台规章到物质奖励，再到建立基

金，多管齐下，让见义勇为精神在全社会弘扬。

@袁壮志：尽管见义勇为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但社

会为英雄提供一定的奖励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会有更多

的人愿意和敢于见义勇为。

学 生 认 领 失 物 需 缴 费学 生 认 领 失 物 需 缴 费

河南将出新规鼓励见义勇为河南将出新规鼓励见义勇为

中 国 煎 饼 走 出 国 门中 国 煎 饼 走 出 国 门

“为发展”不是违纪护身符
卢骏骅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变

化，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不时发生。但是，每当问到

干部为何违纪违法的时候，答案多为自己是迫不得已，

是为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得已而为之。这样的说辞看似一

心为公，却是披着“虚伪”外衣的“喊冤”。

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在项目、资金的争取过程中，

不请吃话就说不开，不送礼路就走不通，别人都在送，

我不送就没有机会；大家都在干，我不干就会掉队。这

样的思维方式，让人啼笑皆非。

其实，社会“潜规则”并非没有党纪法规的约束，

只是有的公职人员在权力、利益驱使之下明知故犯，用

公权谋私利，用公款营私情，故意撇开这些法律规章，

他们自认为是顾全大局“为发展”，实际上不过是给自

己腐败寻找借口罢了。

现实中，谋求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无可非议。但是，

以“为发展”为由忽视党纪国法的存在，以国家发展之

名行“个人发展”之实，则不是一名党员干部该有的作

为。由于国情社情的特殊性，我们在发展道路上常常是

“摸着石头过河”，难免会遇到政策纪律和现实需求相冲

突的瓶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先行先试大胆干”还

是“不顾法纪肆意为”，是党员干部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

错误，上级尚无明确限制，探索性实验中的失误和错

误，这是推动改革的无意过失；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

为、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为谋取

私利的故意行为等，则应毫不手软地予以打击。

因此，我们要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也要让违纪

违法的干部伏法。对于“先行先试”和“违纪违法行

为”，组织上要严把关口，严格标准，严格区分，一寸

不让，把干部工作中的失误和明知故犯、谋取私利精准

区分开来，让那些拿“为发展”当“护身符”“挡箭

牌”的人得到应有的惩处。

防范对外投资风险，需要政

府和企业“双管齐下”。在政府

层面上，需要建立和完善海外投

资保护框架，规范企业海外经营

行为。在企业层面上，需要建立

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提高危机

应对能力，并尝试多种所有制企

业联合“走出去”等形式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

速 ，并 发 生 多 起 具 有 标 志 性 的 事 件 。

2015 年 我 国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流 量 高 达

1456.7 亿美元，首次跃升为全球第二大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国 ，占 全 球 的 份 额 高 达

9.9%。同时，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

国”，实现资本账户直接投资项目下的

资本净输出。对外投资存量也首次突

破了 1 万亿美元，全球排名从 2002 年的

第 25 位一跃升至第 8 位。到去年，我国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飙升 44%，对 164 个

国家实现投资超过 1700 亿美元，可谓增

速惊人。

应当看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

量排名远低于流量排名，且与美国、德国

和英国等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比

如，当前的投资存量仅分别相当于美英

德的 18.4%、60.6%和 71.4%；从投资存量

占 GDP 的比重来看，中国不仅低于世界

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发展中国家均值。

可以预期，随着我国积极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稳步开展国际合作，越来越

多的企业将驶入“走出去”的“快车道”，

我国的对外投资将掀起新一轮高潮。但

是，面对“看起来很美”的投资前景，“热

情高涨”的中国企业在赴海外投资过程

中，更需“冷静思考”，增强风险意识，需

要充分总结过往成功经验和失败案例，

把握全球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和侧重领

域，识别和管理各种风险，注重投资风险

评估和防范。

当前，受民族宗教因素、地缘政治格

局变化、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与失衡等因

素影响，投资风险总体有所上升，这对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了挑战。

首 先 是 武 装 冲 突 热 点 此 消 彼 长 。

2015 年初，乌克兰问题不断升级，引发西

方国家与俄罗斯对立。进入 2016 年后，

乌克兰危机趋于缓和，但以叙利亚内战

为代表的中东地区武装冲突不断升级，

将多国卷入其中。目前，中东地区成为

全球武装冲突烈度最为突出的地区。

其次是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经济体

政局与政策的不确定性大幅上升。英国

脱欧、美国大选等“黑天鹅”事件及韩国

亲信干政事件，导致传统上政治风险较

低的发达国家政策不确定性大幅上升，

同时以巴西、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为代

表的部分新兴经济体政局动荡持续。受

民众对现政府经济、难民政策不满影响，

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欧盟主要成员国

极右翼政党力量快速上升，对欧盟的离

心力不断增强，给政局稳定和欧盟的团

结带来不利影响。值得关注的是，由于

近期全球经济难以彻底摆脱疲软态势，

欧美主要国家的民粹主义和排外情绪还

将持续发酵并继续向政治层面延伸，进

而增加欧美发达国家政局及政策的不确

定性。

最后是，发达国家准入审查风险不

断凸显，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频频遭遇

波折。其中，“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成

为东道国否决相关项目的重要理由。比

如，中国企业对美国西部数据、仙童半导

体公司的并购接连遭受美国外资投资委

员会的否决；澳大利亚农场和电网收购

项目也接连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被澳

政府否决。

防范对外投资风险，需要政府和企

业“双管齐下”。在政府层面上，需要建

立和完善海外投资保护框架，规范企业

海外经营行为。在企业层面上，需要建

立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提高危机应对

能力，并尝试多种所有制企业联合“走出

去”等形式。

防范对外投资风险当“双管齐下”
徐惠喜

“ 价 格 特 区 ”不 该 有
奚旭初

江苏省物价局近日出台征求意见

稿，拟规范机场、车站、高速公路服

务区等相对封闭区域内商品和服务价

格。

长期以来，机场等地方似乎成了

“价格特区”。一碗普通的面条，动辄

七八十元。不仅面条“天价”，别的商

品也是一进机场就身价倍增，贵得让

人不敢相信。除了机场，还有高速公

路 服 务 区 ， 一 袋 方 便 面 ， 一 瓶 饮 用

水，价格翻番成了“行规”，消费者广

为诟病。

《价格法》 明确规定，定价应遵循公

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商家有自主定价权，但这不

等于随意定价；商品明码标价，不等于

只要是明价，就可以违背价值规律。审

视机场等封闭区域内的商品“天价”行

为，实际上是屏蔽市场，制造垄断，借

封闭而牟取“暴利”。

江苏省此次出台的新规提出，不得

强制或变相强制交易方接受交易价格；

不得相互串通、操纵价格；必须明码标

价、不得虚构原价、虚假标价、虚假打

折；封闭区域内如再发生“天价商品”，

机场、车站、高速公路服务区也将担

责。这些规定，可谓直击要害，给“天

价商品”套上了笼头，效果令人期待。

毕业考核标准宜“多元化”
郭立场

据报道，最近福建某高校一份《关于

2017 届学生返校集中撰写毕业论文的补

充通知》引发关注。这份通知要求论文查

重未达标准、论文质量粗糙的离校学生必

须返校集中撰写毕业论文。

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学位论文管

理，教育部还专门出台《学位论文作假行

为处理办法》，规范学生的学位论文。然

而，尽管监管部门三令五申，但论文抄袭、

质量粗糙等问题依然是难以根治。不少

学生只想捞文凭，学术诚信意识弱，相关

部门和高校把关意识不强，对作假者惩处

不力，使钻空子的人越来越多。

于是，有一种声音认为应“取消本科

学位论文”，理由是本科生吸收的是基础

性知识，不可能有充足的时间深入研究某

一问题，再加上对社会现实缺乏体验，写

论文只能是凭空想象。而且，尽管各高校

对学位论文的要求越来越高，却并没有从

根本上提高学位论文质量，反而加剧了弄

虚作假现象和形式主义倾向。在这种情

况下，与其让掺水的学位论文泛滥，倒不

如取消学位论文。

在笔者看来，尽管学位论文目前还存

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绝不能因噎废食，

予以取消，而应对学位论文的要求，根据

学校定位、专业特点、学历层次等加以区

分。比如，研究型大学应注重科研创新，

教学型大学应注重知识传授，高职高专应

注重实践技能培训。高校乃至整个学术

评价体系要适应形势发展，适应专业培养

目标多元化的需要，区分博士、硕士、本科

等不同的学术要求，更加人性化地制定

毕业考核标准。

楼市调控不能简单比较居民杠杆率
潘 璠

判断和分析中国居民杠杆率的高低应有综合视角，不宜与发达国家简单直接对比。纵观当下各地

楼市调控措施，限购虽见效快且效果明显，但若伤及刚需和改善性需求则难以长久，带来的反复及副

作用得不偿失。除了要延长二手房上市时间、加大销售非自住二套及以上房屋的交易成本外，最能突

出“房子是用来住的”属性的措施，就是通过“限贷”降低杠杆率

近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启

动或追加了楼市调控措施。楼市调控，目

的是遏制房价暴涨，使其回归价值，防范

房地产泡沫和金融风险，满足更多民众改

善居住条件的需求。所以，调控应以坚持

居住属性，以去杠杆为主要手段，以防止

炒房资金进入楼市，让供给与有支付能力

的刚性居住需求对接。

数据显示，2016 年末，我国人民币住

户贷款余额 33.4 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

23.8 万亿元，中长期中的消费贷款 20.1 万

亿元，分别占当年 GDP 总额 77.4 万亿元

的 43.2%、30.7%和 26%；比上年分别提高

3.8、4.3 和 4.3 个百分点，杠杆率快速上升

的势头由此可见一斑。不断扩大的金融

杠杆，也为投资投机性购房洞开了方便之

门，使真正的刚需者往往为之倾三代人积

蓄还要背负巨额房贷。所以说，对于楼市

去杠杆，主流民意是赞成的。但也有不同

的声音。有人认为，收入水平有限，买房

只能靠贷款；还有个别专业人士则认为，

中国居民的杠杆率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

家水平，不存在所谓的泡沫风险。

笔者认为，判断和分析中国居民杠杆

率的高低应有综合视角，且应该多几个维

度，不宜与发达国家简单直接对比。

首先，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

界第二，但人均 GDP 仍大大低于世界主

要发达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5

年，中国人均创造的 GDP 为 7925 美元，仅

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 9996 美元的 79.3%，

相当于美国人均 55837 美元的 14.2%，相

当于澳大利亚人均 56328 美元的 14.1%。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上升和经济增速放缓，

以及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带来的人口增长，

中国人均 GDP 水平要缩小同发达国家的

差距，还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且难度会

越来越大。

其次，由于人均 GDP 水平较低，人均

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同样巨

大。实现全面小康目标，需要适度提高居

民收入在 GDP 分配中的比重，但其难度

也是很大的。2016 年末，我国人民币住

户存款余额近 60 万亿元。看似一个庞大

的数字，但人均也仅 4 万多元。作为一线

城市的北京，2016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也仅 5.7 万元，可以在北京买多少

平方米的住宅，并不难计算。

此外，我国目前社保、医保的覆盖程

度和保障水平，与发达国家也依然有较大

差距。在很多普通民众遇大病重病就难

以承受的基础上，高杠杆带来的巨额房贷

在拉高生活成本的同时，无疑也增加了民

众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所以，如果不从

中国的实际情况着眼，简单地与发达国家

比较居民杠杆率，不仅意义不大，甚至还

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误导宏观决策。

纵观当下各地楼市调控措施，限购虽

见效快且效果明显，但若伤及刚需和改善

性需求则难以长久，带来的反复及副作用

得不偿失；在新建商品住宅在建和待售面

积已达人均 7 平方米的背景下，如不认真

研究和评估供需状况就盲目加大土地供

应，一些一二线城市可能会重蹈三四线城

市的覆辙。所以，除了要延长二手房上市

时间、加大销售非自住二套及以上房的交

易成本外，最能突出“房子是用来住的”属

性且最具有可持续性的措施，就是通过

“限贷”降低杠杆率。同时，职能部门和地

方政府应该积极调整产业、财政、税收、金

融等相关政策，支持和扶植有发展前景的

实体经济，打造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切实改变对房地产和土地财政的过度依

赖。这样的思路和出路实现起来或许艰

辛和缓慢，但却是一条经济社会长治久

安、国泰民安的治本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