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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让人民的归人民，

让市场的归市场。”

这是一句简单的话。简单的东西

复杂化，往往出问题，复杂的东西简

单化，往往解决问题。“2009年是最

艰难的一年”，“2010年是最复杂的

一年”，应对2009年最艰难而种下的

因，结下了2010年最复杂的果，而这

个果子最终还要留到2011年去摘了。

让市场的回归市场，虽然简单、

平淡，却是直觉，是常识，只有常识才

是破解复杂的利器，是转型之难的镇

痛之方，是中国经济的破茧之道。改革

开放30多年的成功经验，无非几句话：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让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道路”，归根结底还是一个

市场化，原来政府全都要做的事，该交

市场的就交给市场。所以如果说2010年

中国经济遭遇了什么转型之难的话，无

非是如何将市场化进行到底。

将市场化进行到底是一场持久

战，在真正的持久战打响之前，首

先需要看清楚2010年留给我们的转型

之痛，到底痛在哪里？

第一，货币增长如何把握，既

要符合8%GDP增长需要，又要符合

3%的CPI通胀目标；第二，人民币

升值如何循序渐进，既要与经济实

力相称，又要保证外贸平稳，保住

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房地产市

场如何看待，既要拉动产业链夯实

GDP，又要稳定房价居者有其屋；

第四，资本市场如何兼顾，既要发

展间接融资扶持中小企业、创新企

业，又不能让股市期市变成投资泡

沫的温床；第五，企业家的精神如

何张扬，让野蛮生长的土壤里孕育

出市场的道德来。

困难看起来很多，但都和市场

化有关。市场化，不是所有的东西

都市场化，全盘市场化和全盘政府

化一样，走的都是极端，应该市场

做的政府不要管，应该政府承担的

不能给市场一扔了之。

2010年第一大难，一个涨字。

所谓通胀，有美国量化宽松往死里印

钞票的外因，也有为保汇率稳定释

放人民币的内因，更有2009年保增长

2010年稳增长而堆积出来的17万亿信

贷的关键原因。2010年在宽松的货币

政策下，存款准备金率提了6次，但

就是不敢连续的有幅度的加息，难道

仅仅是为了防止热钱吗？我们的利率

还没有市场化，我们还处在负利率时

代，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钱不是保

值的而是贬值的。要在2011年稳住通

胀，就得让信贷规模适当地降下来，

降到GDP合理稳定增长需要的量，就

得让利率慢慢地提升上去，升到利率

市场化应该达到的水平。

2010年第二大难，人民币升

值。汇率代表的是中国和外部的关

系，更准确地讲是中美关系，是中

美经济实力对比和竞争的问题。人

民币对外在升值，对内在贬值，拿

着在国内贬值的人民币到海外去投

资，收购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离不开

的资源，才是处理外储不断增长的

好办法，于国于民都有利。人民币

问题的本质，其实是贸易顺差问

题，中国人给美国人送去物美价廉

的制造品，所以美国通缩，美国人

给中国人送来美元，所以中国通

胀，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用市

场化的手段，鼓励中国的海外战略

性资源投资，鼓励中国人拿人民币

兑换成美元到美国去买房买地买矿

让恺撒的归恺撒
让市场的归市场  
文/水皮

买森林，一举两得的事情。

2010年第三大难，房地产。

楼市泡沫生生不息，从年初开始政

府大张旗鼓打压房价，到了年尾房

价就是降不下去。泡沫化的房价，

第一危害的是民生，第二危害的是

经济基础，一旦楼市崩盘，危害银

行，影响金融安全。前面提及的第

一难和第二难，刚好为楼市在政策

高压之下拒绝低头提供了充足的流

动性，既然2010年市场上从来没有缺

过钱，我们就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

国十条、国五条能一举解决问题。

我们提出的方案是“立法禁止

炒房”，这和市场的还给市场并不

冲突，而是承认住宅性用房的非投

资品属性，是维护每一个公民居者

有其屋的权利。而对于房地产市场

的维稳，我们也已经有了改进的方

向，那就是用保障房保底，如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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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房能够起到加大供给的作用，商

业地产能起到消化投机的功能，那

么普通商品房价格的稳定增长就不

是没有希望。

2010年第四大难，又和前面三

大难息息相关，在负利率、流动性

过剩、楼市作为投资品泡沫泛滥的

情况之下，如何让老百姓的钱保值

增值，同时又为更多的中小企业、

创新性企业找到融资之途呢？资本

市场的作用说多重要都不为过，关

键是需要一个怎样的资本市场，资

本市场的市场化够不够？

2010年，创业板成了规模，股

指期货也开了张，但是不能说有了

这样一个市场，就是市场化已经到

位了。一个超高发行价，超高市盈

率的创业板，真的能起到优化资源

配置的功能吗？一个高风险未必高

收益的创业板，到底是因为市场化

过度，还是市场化不足，利益群体

干预过多呢？

2010年第五大难，其实是第五

大怪，还是和前面四大难题剪不断理

还乱，如果市场上流动性过剩，如果

快钱挣得容易，如果只有投资家，没

有了企业家，哪里还有什么企业家精

神？而企业家精神，按照凯恩斯和熊

彼得的概念，原本是市场经济最根本

的原动力。这一年，我们的企业家精

神在一系列奇事怪事面前荡然无存，

市场的底线在哪里？

在国美之争中，问题的本质仅

是公司治理结构，仅是所有者和职

业经理人之争吗？大部分人忽略了

黄光裕代表的企业家精神，职业经

理人是难以取代创业家的企业家精

神的，创业家是创业的，经理人是

守业的。除了国美的喧嚣，还有更

多中国企业家的难堪，腾讯和360的

斗争，置千万客户利益于不顾，伊

利和蒙牛的公关门，背后透露出来

的是基本商业道德的缺失，就连刚

刚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当当也立即遭

遇了京东商城孤注一掷的价格战。

最复杂的2010年过去了，但是

中国经济转型之路的艰难不会随风而

逝。可以说2010年只不过是承上启下

的一年，留下那么多令人回味的冲

突，这些冲突在即将到来的2011年还

会继续。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推出了一个

“克强指数”，这个指数主要包括铁

路货运、电子消费、银行信贷三个方

面，据称和GDP的方向一致，但是波

动要大，如何适应常态之下的中国经

济波动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新课题。

让恺撒的归恺撒，让人民的归

人民，让市场的归市场。 中 (编辑/

俞晓兰)

【水皮简介】

本名吕平波，著名
财 经评论家，原中
华工商时报社副总
编 辑 。1 9 8 6 年 毕
业于上海复旦大学
新闻系，1989年毕
业于中国社会科学
院 研 究 生 院 新 闻
系，同年参与创办
中华工商时报。现
在为华夏时报社总
编辑。
水 皮 以 文 风 犀 利
幽默，观察细致入
微，评论入木三分
而著称，专栏散见
于 全 国 各 大 财 经
类报刊和都市报，
在业内具有极大的
影响力并为管理层
所重 视 。 现 任 中
央电视台和北京电
视台特约评论员，
所 著 著 作 有《 猴
市 》、《 黑 庄 》、
《搏傻》等。

著名财经评论家、
华夏时报总编水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