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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腾飞

12月 1日早 8点，鄂尔多斯银行
伊金霍洛旗支行，一位早到的工作人
员正在仔细地打扫卫生。攀谈中工作
人员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最近来
银行存款的人一下子多起来，“以前
一天见不到几个人，现在忙的时候需
要排队。”

为钱所伤的鄂尔多斯正在经历
一场回归：收回高利贷存进银行，一
改“买房就像买菜”的豪爽开始忌惮
投资风险。在这个回归的过程中，资
本迅速积累后出口的狭窄、熟人社会
粗放的商业规则、国有金融体系的不
给力等软实力缺憾开始暴晒在阳光
下。

“疯狂逐利”
民间资本铤而走险

一盒鄂尔多斯牌香烟 190元，一
位“的哥”月保守收入 8000至 1万
元。高消费与高收入佐证着这座城市
的富庶。
鄂尔多斯富的根本是资源。随着

能源价格的节节攀升，矿产成了鄂尔
多斯最可依赖的“利润奶牛”。资本的

瞬间积累给了这座城市地毯式造城
的底气。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以交出
土地成为富豪的方式分享了资源型
城市的胜利果实。

问题亦随之而来。
“资本逐利就像潮水冲坝，哪里

薄弱哪里就会打开突破口。”鄂尔多
斯市康巴什新区管委会党群工作部
副部长李宏这样形容他眼中的民间
资本。
聚集在民间的巨额资本不屑于

银行的低利率，股票、期货等现代金
融投资手段在当地又曲高和寡。最
终，因煤、房而生的巨额财富又转身
反哺了煤和房。
今年 5月份，高和投资董事长苏

鑫在《没人能看懂鄂尔多斯》一文中
写道：也许，鄂尔多斯和迪拜一样，只
要能源价格依然上涨，并有巨大需
求，便能支撑这一体系不断运转下
去。然而，一旦外部宏观经济出现任
何波动，鄂尔多斯是否也存在像迪拜
金融危机一样的风险呢？

孰料一语成谶。
12 月 1 日，鄂尔多斯金水源集

团智能家居事业部经理孙维真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以
鄂尔多斯为代表的西部城市发展离

不开资源这根主线，因此，民间资本
的出口变得异常狭窄甚至是铤而走
险。
“整个鄂尔多斯企业界也都在反

思，如何在目前的产业格局下让投资
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化、更加低风险？”
孙维真说。
按照鄂尔多斯市政府的规划，未

来发动机制造、整车装备制造、文化
旅游业、会展业等多行业齐头并进将
给民间资本更好的投资出口。

孙维真认为，在新的投资渠道尚
未建立的时候，民间资本应该改变
“炒”的个性，认认真真在延长能源产
业链上下功夫，比如开展煤炭深加
工、煤制油、煤制天然气等领域的投
资。

知名财经评论员叶檀则认为，鄂
尔多斯需要发展的是与资源配套的
实体经济，以摆脱对资源的极端依
赖，更需要发展软性制度实力，以保
证人流与资金流源源不绝。资源热
退却，经济仍在，鄂尔多斯才能成为
中国经济发展令人振奋的标志。否
则，不过是资源魔咒在中国的重新
上演。

“一夜暴富”
简单粗放的商业链条

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向记者讲
述了他曾经亲历的一幕：“在鄂尔多
斯东胜区，一辆奥迪 A8与一辆宝马
X3发生了轻微剐蹭，估计修车费用也
就几千元。谁知奥迪车司机从车上拿
下三捆钱（指三万元，记者注）和一张
名片，径直交给宝马车司机，说了句
‘修车不够再打我电话’后扬长而
去。”

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由于鄂尔
多斯人富得太快，做事、做生意的方
式也就变得简单而粗放，“能用钱解
决的事情多花点也愿意”。

孙维真则认为，粗放的商业规则
在给外界留下鄂尔多斯商人豪爽、大
方的印象同时，也因为担保、借贷、合
同签订等商业行为的过于随意而留下
了风险隐患。

一位熟知民间借贷的人士告诉
记者，放高利贷是熟人社会的行为，
规范的还打个收条，不规范的干脆通
一个电话几千万元资金就转进转出
了。

不少放高利贷者“折”在这种粗
放上。记者从鄂尔多斯打击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办公室获悉，确认借贷关系
的方式有两种：借条或汇款凭证，如
果不能提供这些证据，公安机关无法
立案。

鄂尔多斯商业规则的粗放还体
现在财富分配链条的“体内循环”模
式。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城市与房地产
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刘彦平对此做过
研究。

刘彦平说，由于鄂尔多斯多以“暴
发户”形象示人，导致外地商人尤其是
外省商人不愿来此投资，而鄂尔多斯
人也乐于这种自娱自乐的经营模式，
对外商业行为除了卖煤就是买房。

刘彦平建议，此次危机过后，鄂

尔多斯政府应该在引入现代商业文
明上多做功课，规避因粗放而造成的
商业风险。

“十人九贷”
超常规发展之殇

2000亿元，在鄂尔多斯这是一个
具有双重意义的数字———当地肆意
流淌的民间资本是 2000亿元，当地
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缺口也是 2000
亿元。

据记者近几天的实地调查，鄂尔
多斯金融体系表现为“一少三多”：银
行少，典当行、小额信贷公司、投资公
司多。仅在鄂尔多斯西街，短短几百
米就有 3家典当行。

与记者相熟的鄂尔多斯甄姓企
业主曾戏言：“在鄂尔多斯，十人九
贷，连乞丐也不例外。”

据官方保守估计，这里有 6000
个以上资产过亿元的超级富豪，有数
万资产上千万元的富人。

此前，鄂尔多斯市金融办副主
任赵光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
民间借贷活跃的原因是鄂尔多斯近
年来依托煤炭资源经济实现超常规
发展，但金融机构的发展远远跟不
上经济发展速度。鄂尔多斯好的项
目有很多，但银行在这里开设的都
只是分支机构，贷款额度及审批权
极为有限。“如果能很方便地从银行
获得贷款，没有企业愿意借高利
贷”。

近期，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出
台了《鄂尔多斯市规范整顿民间借贷
活动实施方案》，意在加强对非法集
资的监管和打击力度，引导群众提高
投资风险防范意识。

鄂尔多斯市委在给记者提供的
新闻通稿中称，虽然近期出现个别涉
及房地产和民间借贷领域的案件，但
只是极少数，民间借贷和房地产领域
整体形势平稳、风险可控。

但外界对此并不认同。
一位接近鄂尔多斯公安系统的

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前一阶
段公安局曾限制了一批欠债人的自
由，但“关了人也没能拿出钱”，无奈
之下，又将多数欠债者放出四处筹
钱。“年关将近，局势并不乐观”。

但由于鄂尔多斯打击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办公室拒绝接受记者采访，
此消息未获证实。

今年 6月 18日，鄂尔多斯民间
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创立。中心由鄂尔
多斯民间资本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管理。而鄂尔多斯民间资本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第二大股东分别来
自内蒙古鄂尔多斯商汇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和鄂尔多斯资本有限公司，两
者实际上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商会和
鄂尔多斯市政府的投资平台。该平台
被外界解读为鄂尔多斯民间金融服
务的轻航母。

但“近水”亦难解“近渴”。李宏认
为，要从根本上消除解决民间借贷纠
纷，壮大鄂尔多斯国有金融体系，还
要依靠国家出台强有力的法律、制
度，从更高层面解决问题。

2000亿民间资本肆意流淌

本报记者 郭志明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近期颇不宁静，这个被媒
体称为“鬼城”的房地产泡沫标本地最近再一次吸引了媒体
的关注。然而令人关注的不再是“空城”现象，而是鄂尔多斯
地方政府表示斥资 100亿元的救市计划。在房价大幅跳水的
时候，当鄂尔多斯楼市的泡沫终于开始显现出被逐渐挤压
的迹象时，鄂尔多斯政府却用这一方法表明把楼市泡沫力
挺到底的立场与决心。

鄂尔多斯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否认当地房价大幅跳水的
同时，否认康巴什地区楼盘的高空置率，似乎这里楼市形势
很好。办公楼熄灯，或因为未完工或正处于装修期，自然就
处于黑灯状态了。其实，整个康巴什新城也就是 3 万人居
住，就是办公楼都亮了，也仍然是非常冷清。

在不断升级的楼市调控之下，不断走高的中国房价终于
有所收敛，部分城市房价开始回调。对大多数人而言，让房
价回归到“合理的水平”是期盼已久的目标。楼价下降，这是
正常现象，其实鄂尔多斯不必为此而着急。从大局来看，中
国楼市持续泡沫，不仅严重阻碍国内经济结构与战略转型，
更制约民生，影响到社会稳定。把房地产调控作为调整经济
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房地产调控使得
房地产对经济拉动力减弱，正是调控预期得到的效果，是我
国经济摆脱过度依赖于房地产开发的需要。让过高的房价
回归理性、粉碎房地产泡沫已经成了中央政府的基本共识，
也是全体公民的共识。鄂尔多斯政府应该欢迎这种房价下
跌的局面。

然而，力挺楼市泡沫者大有人在，包括那些与开发商有
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政府与学者们。

在房价出现松动的情况下，现在有开发商用房地产萧条
威胁经济为由向政府发出放松号召。然而，最近一系列信息
告诉我们，中央调控房价的决心丝毫不动摇，而且越来越坚
决。

11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
强在河北视察时表示，房地产市场调控已取得一定成效，但
仍处于关键时期，要坚持实施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措
施，进一步巩固调控成果。

此前的 11 月 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俄罗斯圣彼得
堡就公开强调：“对于房地产一系列的调控措施，决不可有
丝毫动摇，政府的目标就是要使房价回归到合理价格，同时
又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显然，中央关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态度已经相当明确。
中央近期不可能放松调控，国家将坚决遏制房价的过快上
涨。

中央调控态度决定未来房价走势，中国的房价怎么降、
降到哪里，考验决策者的智慧。长远来看，中国经济不能被
房地产泡沫所“绑架”。泡沫破灭对房地产行业是有好处的。
中国经济如何找到新的增长点，缓慢释放房地产泡沫，这些
问题都是各地政府与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

现在，摆在各级地方政府面前的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力
挺国家调控政策，一种是力挺房地产泡沫。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决定地产调控命运的，往往不是经
济的涨跌，而是利益集团的博弈。

当前楼市调控的重点已经转向相持期，这是一些地方政
府、房地产商与中央政府调控政策的相持。在房地产市场的
博弈中，随着国家调控政策持续发力，房价至少显现出了降
价现象。很多地方楼房积压，成为“鬼城”便是证明。这时候
讲“鬼城”，也有一定积极意义，这本身便是楼市调控成功的
证明。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或者说是一个表象，因为并没有调
整到普通百姓能够接受的范围。如今，房价距离老百姓真正
买得起的地步还有很远。

中央的调控态度是明确的：尽管房价已经开始松动，但
调控政策绝不可有丝毫动摇，调控目标是要使房价回归到
合理价格。各级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应该认清形势，不可再
给自己制造幻想的肥皂泡了，因为肥皂泡的基础已经消
失。

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不可能松动，地方政府依赖房地产
发展经济的格局必须改变。有的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还寄
希望于政府出手救市，也是不识时务之举。

中央政府关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表态，不仅打消了市
场、民众的疑问和担忧，也给市场和民众再吃定心丸。可以
说，房地产调控不取得完胜是决不会收兵的，舆论会力挺中
央强硬的楼市调控政策到底，坚决粉碎楼市泡沫。

是力挺调控政策，还是力挺房价泡沫，泾渭分明，只有
一种选择。相信鄂尔多斯和其它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能从
力挺楼市泡沫的阵地转移到力挺楼市调控的阵地上来。

鄂尔多斯
楼市泡沫不可持续

从大局来看，中国楼市持续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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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机场巴士司机任师
傅去年放出去 50 万高
利贷计息 8万多，至今
没要回来，盼着把本回
来就行，他说还是平静
的日子好过。
本报记者 任正直/摄

茛家住康巴什康泽苑
小区的杨秀珍从事民
间借贷，至今还有 500
多万元没收回来。
本报记者 任正直/摄

184栋楼组成的公务员小区“物美价廉”，但公务员购房热情不高。 本报记者 任正直/摄

聚集在民间的巨额资本不屑于银行的低利率，股票、期货等现代金融投资手段在当

地又曲高和寡。最终，因煤、房而生的巨额财富又转身反哺了煤和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