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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不当稳增长“主力”

如果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决策层可能将
推出更多措施来稳增长。其中货币政策应不
会、也不太可能在稳增长中发挥主要作用，因
为整体信贷增长仍稳健，且导致整体增长疲弱
的主要原因是最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和私人
投资壁垒。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

●信息消费促“消费马车”加速

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覆盖范围更宽、保护力度
更大，是一季度消费市场发展的一大亮点。目前
信息消费的增速远远超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的平均增速，全年有望达到 20%以上，成为全年
消费的最大亮点和消费增长的最主要引擎。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消费
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认为。

●看空人民币情绪或将被淡化

中国 1－2 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持续下行，
加上刚性兑付打破等负面新闻，短期内给人民
币走势带来压力，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措
施陆续推出，以及二季度有望推出温和的刺激
措施，中国经济将出现阶段性企稳，届时看空
人民币的情绪将被淡化。

——招商银行资深外汇分析师刘东亮预计。
（宦 佳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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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率储蓄率世界世界第一第一””怨不得居民怨不得居民
本报记者 罗 兰

资 讯 快 递资 讯 快 递

4 月 25 日，一艘长达 333
米、宽60米的巴拿马籍30万吨

“巨无霸”超级油轮成功停靠在
泉州港青兰山海上30万吨级码
头，标志福建首座海上30万吨
级码头建成开港。青兰山海上
30万吨级码头位于福建湄洲湾
海域，长 455 米，宽 40 米，总
投资3.3亿元，设计年接卸原油
能力 1800万吨，是目前国内停
靠船型最大的码头之一。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最近，一项“中国储蓄率世
界第一”的数据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日前表示，中
国最近几年储蓄率在50%左右，居世界第一，但居

民储蓄率只是20%左右。储蓄高主要表现在政府和企
业，而非居民。造成这个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体
制存在缺陷。另有专家指出，企业储蓄率高暴露出在
一次收入分配中，企业回报多，劳动者回报少的痼

疾，致使消费不振，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将更
多政府和企业收入转化为普通居民的

“收入”成为当务之急。

整体价格犹豫观望

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一季度，受 2013年末市场调控政策收紧
及今年以来信贷持续收紧影响，市场观望情
绪高涨，各类城市成交量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滑。其中，一线城市月均成交量为52万平方
米，明显低于前4年的平均水平（62万平方
米），较去年同期下降35%，二线和三线城市
月均成交同比分别下降14%和20%。

“2014 年的春季楼市有点冷，倒春寒
迹象明显，市场观望依然延续影响4月市
场。”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以北京楼市为例，从 2013 年的恐慌性购
房已经转变开始出现恐慌性观望。楼市在
信贷收紧影响下，上涨开始乏力，特别是
受到贷款影响最大的二手房，价格开始阴
跌，成交量持续下滑。在 2013 年北京二
手房市场的价格涨幅超过了受到限价影响
的新建住宅。但随着最近信贷政策的压
力和自住房导致的购买观望，二手房价格
已从去年12月以来连续4个月阴跌。

经济学家马光远认为，推高房价多年上
涨的货币政策已经收紧，三、四线城市供应出
现过剩已成共识。从今年房地产数据来看，中
国房价单边上涨的历史已经结束。

地区价格分化严重

在全国房价普遍上涨乏力之下，各地
楼市分化趋势明显。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3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显示，房价
下降的城市有4个，持平的城市10个，上
涨城市 56 个。其中最高涨幅 0.6%是南
京，最低下降0.2%是海口，而北上广深等
一线城市依然上涨，但涨幅也已经趋缓。

“楼市分化现象凸显，反映了房地产市
场趋于理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
飞表示，一方面，由于住房价格波动体现出
各类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公共服务质量
等的差异，也反映出消费者更加理性。另一
方面，国家房地产行业政策的稳定性使三、
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性逐渐被挤出。

张大伟表示，全国楼市已经出现了明
显的四不均：需求不均衡、供应不均衡、库

存不均衡、价格涨幅不均衡。布局在一、二
线城市的房企业绩依然上涨，但布局在三、
四线城市比较多的房企业绩上涨乏力。

“未来房地产行业有分化的趋势，但
大规模地大涨和大跌，估计不大可能出
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
徐洪才表示，房价走势主要是由供求关系
决定，一线城市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会出现
市场供不应求的状况，未来可能还有进一
步温和上涨的压力，而三、四线城市楼市
会出现松动甚至下调。

崩盘局面不会出现

然而，房地产市场销售增速的不断下
滑，加之杭州、北京等多地有些楼盘的大
幅降价现象屡有发生，不少学者、经济学
家、媒体等猜测，房价会暴跌，甚至是出
现崩盘的危险。

“个别楼盘的降价，不代表整个区域
或者整个市场的变化。”社科院城市发展与
研究所原所长牛凤瑞分析认为，现在房价
下来一点，也是一种正常的、合理的回归。
目前舆论中流传的“拐点论”、“崩盘论”都
是过去口号的重现，崩盘是不可能的。

陈飞也表示，个别企业因资金链条脆
弱，出现降价销售甚至出现企业破产、烂
尾楼等现象，这是市场体制下行业调整的
正常现象；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高涨恰恰是
房地产市场不正常的表现。

对于目前一些中国房地产“崩盘”的说
法，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也认为
任何统一唱空或唱多全国房价的判断都不够
专业。他认为，就业机会带动的人口流入是一
二线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解决问题的办法
是建立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城市群，让就业
机会在城市群里得到合理科学的分布。

范剑平强调，国务院此前对房地产提
出“分类施策、分层施策”非常正确。地
方政府除了要因地
制宜地出台房地产
调控政策外，最好
不要再出台刺激政
策。应当交给市场
自己来调节。

北上广深等涨幅趋缓 三四线城市房源过剩

房价今年会呈明显地区分化
本报记者 周小苑

今年以来，全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不同于往年的微妙局面，在地域、土
地、房企等各个层面呈现出明显分化，各项指标走势颇为复杂，造成市场观望
气氛浓厚。专家认为，房价涨幅整体回落的态势去年已显露苗头，今年一季度
数据表明，全国楼市单边上涨的格局今后或将结束，未来一、二线和三、四线
城市之间楼市分化的特征将更为明显。当前部分地区房价出现下降是市场正常
合理的回归，不会出现大涨大跌，更不存在楼市崩盘的可能。

社会年物流额达198万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记者高敬） 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运行调节局副局长王
慧敏在 27 日举行的“中国国际物流发展大
会”上说，近些年我国物流业保持了持续快
速发展的良好势头，行业规模、服务能力都
显著提升，物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
柱产业。

王慧敏介绍，近几年我国物流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一直保持在 6.8％左右。据统计，
2013 年，全社会物流总额达 198 万亿元，是
2005 年的 4 倍；物流业增加值 3.9 万亿元，比
2005年增长2.2倍。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物流
总额增长了8.6％，物流总费用增长8.1％，物流
业增加值增长6.3％。

“蓉欧快铁”年运货值上亿美元
本报北京电（记者罗兰） 来自成都海关的

消息，日前，中西部地区通往欧洲的陆上货运
大 通 道 “ 蓉 欧 快 铁 ” 正 式 运 行 一 周 年 。

该快铁起于中国成都的铁路口岸，驶向波
兰的罗兹站。每周一班，运行时间 13天。据介
绍，一年来，“蓉欧快铁”共开行45班，搭载标
箱 3704 个 ， 实 现 货 值 1.56 亿 美 元 ， 货 运 量
8292.6 吨。成都海关为“蓉欧快铁”通关开辟
了专用申报通道，24 小时派员值守，率先试点

“关检联合查验”，截载时间由开行前48小时提升
到12小时，通关时效不断刷新，确保货物14天准
时抵达欧洲、1 天-3 天送达客户，准点率高达
99%。

福建建成福建建成
海上海上3030万吨级码头万吨级码头

提高国企分红比例

解决国民储蓄率高的问题，除拓宽投资
渠道，加大对居民的社保、医疗卫生和教育
领域的投入外，更重要的是提高居民收入。
其中，扩大国企对全民的分红比例，能起到
降低储蓄率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双重作用。

“企业储蓄率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企
业，特别是国企利润对全体公民分红过低，
大部分企业利润趴在账上，俗话说‘肉烂在
了锅里’。”徐洪才指出。

徐洪才说，当前，在一次收入分配中，
存在企业利润厚，劳动者收入薄的问题。有
些国企旱涝保收，利润丰厚，成为特殊利益
集团，集团内部福利丰厚。这“一厚一薄”
抑制了居民消费，使内需不足，造成产能过
剩，导致经济结构以投资和出口为主，消费
不振。

现在，要调整经济结构，提高消费比
重，就要提高百姓收入。“提高百姓收入就要
降低国企储蓄率，把更多的钱从银行拿出来
给大家分红。”徐洪才认为，要改革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保障国有资产出资人——全体公
民的利益。

还有专家建议，政府要加大转移支付力
度，增加在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的消费支出，
人大和社会公众要加强对政府预算的监督，将
更多政府收入转化为普通居民的“收入”。

居民储蓄率仅为20%

中国的高储蓄率世界闻名。2013 年 9
月，我国居民储蓄连续 3 个月突破 43 万亿
元，人均储蓄超过 3 万元，为全球储蓄金
额最多的国家。

长期以来，舆论普遍认为高储蓄率源
于中国百姓爱存钱的习俗。然而，事实证
明这种认识有很大偏差。实际上，中国国
民的高储蓄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和
企业储蓄高导致的。

吴敬琏指出，国民储蓄分三个部分，
一般国家都以居民储蓄为首，然后是企业
储蓄、政府储蓄，而中国的储蓄结构却刚
好相反。“中国储蓄主要是政府储蓄和企
业储蓄，而不是居民储蓄。”他说。

统计显示，从1992年到2012年，中国国
民储蓄率从35%升到了59%，其中，政府储蓄
率和企业储蓄率翻了一番，但居民储蓄率却
没有变，1992年为20%，2012年依然是20%。

4月26日，江苏省首架双座、双操纵的AT3
小型通用飞机在江苏建湖制造完成下线，这也
是江苏生产的首架飞机整机。图为民营江苏建
湖蓝天航空产业园的工作人员在对 AT3 小型通
用飞机进行组装。

新华社记者 沈 鹏摄

江苏民企造出小型通用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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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子在投资分配体制

高储蓄率曾支撑了中国独特的经济增
长模式——高投资，高进出口规模，为中
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但在加大消
费比重，调整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
构的今天，高储蓄率的弊端愈来愈明显。

“高储蓄率致使经济结构失衡。总储蓄
大于总投资，多的部分只能靠出口消化，
导致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同时，高
储蓄也抑制了消费，不利于扩大内需。”中
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对
本报记者说。

造成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很多。专家
指出，普通劳动者家庭收入增长缓慢，内
需不足，社会保障不充分和预期不稳定
等，都使居民非常看重储蓄。

此外，投资渠道少也是居民高储蓄的
原因之一。“从结构和数据来看，市场投资
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企业，民间的投资渠道
则很窄。”吴敬琏指出。

吴敬琏说：“2009年 4万亿投资是主要
给了国企，而且主要是央企，10 万亿贷款
主要给了谁呢？还是国企，是央企，以至
于有些央企感觉负担很重，拿到这么多钱
怎么办呢？结果纷纷成立房地产公司，就
出现这个情况。”

“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体制上。不
同的所有制企业获取要素的能力是不一样
的，要素最重要的就是资本要素。另外一
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资本市场很不正常，
不是一个建立在规则上的一个真正市场，
因此才出现这样的问题，根本的出路是改
革。”吴敬琏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