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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雷敏） 中国烹饪协会常务
副会长冯恩援 ! 日在接受记者
专访时说，今年以来中国餐饮
市场遭遇严重下滑，为摆脱行
业困境，中国烹饪协会引导行
业转型，积极推动大众化餐饮
的发展，全年全国餐饮收入有
望突破 "#$ 万亿元，增速回归
两位数。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今年 %至 &月，全国餐饮收入实
现 %$!%! 亿元，同比增长 &#!'，
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 个百分
点。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
实 现 $%)* 亿 元 ， 同 比 下 降
%#!'，尽管降幅正逐月收窄，但
餐饮业依然处于近年来的历史最
低点。

责编：梁益琴 邮箱：hwbjjb@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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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上升最快】

《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年全球
个人家庭总资产增长 $%&'，是 ( 年以来
最强劲的增长。主要因素是股票市场的积
极走势———以证券形式持有的资产增加了
&)%*'。这使得全球金融资产总额上升至
&&&万亿欧元的创纪录水平。

亚洲是全球金融资产增长最快的地
区，亚洲（除日本）达到了 &(%+'的增速，远
超全球平均水平。其中，中国又是佼佼者，
国民总财富净资产排名仅次于日本。

专家指出，中国能脱颖而出，与过去

&) 年经济快速发展人均资产
大幅增加、大量中产阶级人群
诞生有关。报告称，!)&! 年
全球中产阶级人数增长近 &%*

亿人，中国占了最大份额，人
数已增加到 *%&,亿。
“在中国，创造财富的过程

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中，民
营经济的活力得到充分展现，
有一部分民营企业家凭借个人

智慧和能力积累了财富。另外，近年来房地
产的发展也为不少人提供了创造财富的机
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
洪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根据安联的报告，全球财富中的中产
阶级面貌有了显著的变化———!))) 年，
几乎 ()'的成员仍然来自北美或西欧；而
今天，每两个中就有一个成员是来自亚
洲。这一趋势将会持续。目前，中产阶级
中来自北美和西欧的比例已跌破 ,)'。

【人均数额明显偏低】

虽然中国大陆国民总财富在亚洲排名

第二，但人均净资产在全球排名却明显靠
后，与发达的新兴地区存在明显差距。据统
计，一个普通中国人，人均财富 *+!)欧元，
明显低于马来西亚的 +$&) 欧元、韩国的
&-&$)欧元以及中国台湾的 (.)$)欧元。

中国大陆人均净资产偏低有历史和国
情原因。徐洪才指出，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平
均到每个人的金融资产数额自然就低。其
次，我国/01发展速度相当快，但是我国经
济发展的起点较低，家底儿薄。目前城镇化
虽然突破了.)'，但未来道路仍面临诸多挑
战，我国经济仍处于艰难的爬坡过程中，所
以说人均低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从目前情况看，大部分增长的金融资
产可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一些贫困阶层
老百姓的人均金融资产很少。徐洪才提
醒：“我们要注重收入分配的问题。要解
决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要注意改变生产
要素的分配方式，提高劳动力价值在生产
要素中的分配。”

【总量庞大背后有隐忧】

在总量庞大的数据背后，中国大陆金

融资产不仅存在着人均数额偏低的弱项，
还隐藏着依赖信贷资产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的问题。

亚洲金融资产增幅远超全球平均水
平，但在增长过程中也有一个不乐观的因
素：个人负债增长已超过了资产增长。安联
首席经济学家2345678973:7提醒说：“依赖
信贷促进资产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

根据安联的计算，!))) 年以来，中
国的平均信贷增长率推高至 &$%!'，远高
于区域平均水平 （除日本）。不过这种现
象在 !)&! 年得到一定的改善，在调控及
经济运行放缓的影响下，中国信贷需求放
缓至 &$%('，总净资产提升至 &-%$'。
“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

/01超过了日本，但是总财富资产还是低
于日本。从人均资产上，更能看到我们和发
达国家存在着明显差距。”徐洪才说，要冷
静理性看待中国大陆金融资产排亚洲第二
的现实。他表示，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
的问题需要被关注。政府一定要在二次、三
次分配中正确地进行引导，从而实现共同
富裕的目标。同时，还要看到产业结构的问
题，我们还存在产业结构低端，技术水平不
高，制度体制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同样的财富，含金量是不同的。好

比同样的体重，有人肌肉多，有人脂肪
多。所以说，我们要有紧迫感要有忧患意
识。”徐洪才比喻说。

总量虽大人均偏低 分配不公需要关注

冷静看待“金融资产亚洲第二”
罗 兰 钟炜琳

中国国民财富增长迅速。德国安联集团日前发布的

!"#!《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大陆金融资产达 $%&

万亿欧元，在亚洲排名第二。但人均财富在全球仅排名第

'(位。同时中国信贷增长高于亚洲地区平均水平。专家

指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使国民财富迅速增加，但依赖信

贷资产增长模式和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不容忽视，对“中

国金融资产亚洲第二”需理性冷静看待。

企业火爆入驻上海自贸区

&) 月 &) 日，在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

区综合服务大厅，前来咨询和注册的企业代表络

绎不绝。企业入驻上海自贸区的热情十分高涨。

汤彦俊摄（中新社发）

亚洲自行车展南京开幕

&"月&"日，!"&,亚洲自行车展览会在南京国际

博览中心开幕，,&+个国外品牌、++个国内品牌的运

动自行车、高端自行车等产品参展。图为工作人员

在展示儿童自行车。 新华社记者 孙 参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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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期间，各地楼市热度不减，北上广和不少二线城市

成交量回升，房价上涨势头明显。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月份全

国 #**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环比 (月上涨 #+,-.，其中 -)个城市环比

上涨，!#个城市环比下跌。专家认为，在调控政策相对平稳、货币政策基调未变、

土地市场趋于升温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当前房价整体呈现稳

中有升态势。目前楼市调控已取得一定成效，应加快研究制定房地产市场调控长

效机制，稳定市场情绪和预期，促进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

电 （记者王宇、王培伟） 记者
%) 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我
国央行日前与欧洲中央银行签署
了规模为 ($)) 亿元人民币=+$)

亿欧元的中欧双边本币互换协
议。互换协议有效期三年，经双
方同意可以展期。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欧双
边本币互换协议的签署，旨在为
双边经贸往来提供支持，并维护
金融稳定，标志着中国人民银行
与欧洲中央银行在货币金融领域
的合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业内认
为，与欧洲中央银行建立双边本
币互换安排，可为欧元区人民币市
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流动性支持，
促进人民币在境外市场的使用，
也有利于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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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农产品备受青睐

赵乃育作 （新华社发）

楼市价格呈现连续上扬

“以北京为例，截至 -月底，全市住
宅成交量已超过去年全年。”中国指数研
究院副院长黄瑜表示，“银十”旺季，楼市
继续升温。在当前房源销售压力不大的情
况下，房企拥有更多市场定价权，通过高
价加推、减小优惠力度等方式提价。
“去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持续

上行，今年已形成‘涨势’。”上海易居房地
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指出，就近期而
言，土地市场的火爆，明显增加了人们看
涨房价的预期。根据相关监测数据，-月
份，全国 #)大城市土地出让金环比 $月
大增 +-'，同比去年 -月暴增 #--'。

业内人士指出，今年以来北京陆续
推出限房价、竞地价地块，是期望通过
行政手段来平稳房价。中原地产市场研
究总监张大伟表示，北京后期限房价竞
地价每年有 ! 万套的供应量，以及其他
可能的长效机制将会在四季度逐渐出台，
这对市场的影响非常大，有望逐渐抑制
房价的上涨幅度。

调控政策取得一定成效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房地产调控政
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根据中国指
数研究院发布的最新百城房价指数报告，
!)#, 年 - 月，全国 #)) 个城市 （新建）
住宅平均价格为 #)..*元=平方米，环比
$ 月上涨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
+- 个城市环比上涨，另外还有 !# 个城
市在环比下跌。

实际上，近两年来房地产市场分化
明显，呈现出较强的地域性特点，一线
城市、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房价涨
幅相差甚远，一些三四线城市房价已经
下滑。专家认为，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

的不断加快，越来越
多的农村人口涌向城
市，住房等需求陡增，
尤其在北上广等一线
城市，教育、医疗、
就业等优质资源过于
集中，进一步导致城
市人多地少、供不应
求的矛盾加剧，房价
上涨在所难免。此外，
由于统计口径的缘故，
更多的三四线城市房
价数据并未统计公布，

大中城市房价上涨一定
程度上被当作全国楼市普
涨的假象。
“今年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回

归到一种市场化、理性化的状
态，房地产业和实体经济以及
人均收入同步上升，这是一个
正常、合理的局面，而脱离了经
济基本面的房价上涨则是不正常
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房地产
商会会长聂梅生表示，今年以来，房地
产企业资金充裕、地价继续上涨、货币
政策稳定，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房价的
走向更加市场化，房价的上涨和下跌在
不同的城市同时存在，总体来说同比涨
幅趋缓，房价回归了理性，市场化作用逐
步取代了行业干预。

调控也需要与时俱进

针对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价格涨
势分离，特别是北上广深等城市新房价
格同比涨幅较大的现象，专家认为，这
暗示着一线城市对政策调控具有很强的
抗受性，以往“一刀切”的调控需要与
时俱进，更不要指望一副药方治百病，
应分区域对症开方，在严格执行调控政
策的基础上，增强政策的针对性、灵活
性和有效性。
“尽管目前来看，今年整个房价涨得

有点儿多。但总体来讲，目前整个市场
的预期还是比较平稳的。”财经评论
员马光远表示，现在老百姓最担心
的是假调控，一方面是行政调控不
利，另一方面通过行政调控本身又
延误长效机制的建设。这样的市场
既伤害政策的公信力，又伤害了
我们未来对整个房地产正确的预
警，所以政策一定要明确。

专家认为，当前在导致房
价上涨情绪升温的因素中，调
控政策扮演了重要角色。
政府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
从土地、金融、税收
等体制机制入手，抓
紧研究制定房地产调
控长效机制，进
一步弱化楼市
调控行政色彩，
强化市场主
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