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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温家宝总理在江苏省常州市调研时强调，目前房地
产市场调控仍然处在关键时期，调控任务还很艰巨。必须坚定
不移做好调控工作，把抑制房地产投机投资性需求作为一项
长期政策。温总理特别强调，要促进房价合理回归，绝不能让
房价反弹。

温总理说这一番话是有原因的，那就是最近房价上涨的
消息不断传出，社会上人心浮动，买房者蠢蠢欲动。

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北京中原市场研究部统计数据显
示：大兴楼市在今年 3月份之后，连续 4个月成交超过 800
套。其中 5、6月份创造了限购后的新高，达到了限购前的水
平，分别成交 1759套和 1596套。另外，随着热点项目成交量
明显增加，中低端市场全面复苏，均价也有所上涨，从每平方
米 16134元涨到 18178元。

人们忽然发现，现在的房价和政府调控前的房价基本持
平，更有很多地方房价仍然“一路高唱凯歌”、持续上涨。我们
不禁要问：房价调控了那么久，为什么没有降下来？让我们来
简单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一是连续降息误导了房地产商。大家知道，国家降息的目
的是为了促进市场繁荣，搞活经济，增加量的需求。于是，银行
在一个月内连续两次降息，但这却容易让房地产商、购房者误
认为，国家降息是为了救房地产市场，而救房地产市场就是要
让房价上涨。所以就产生了“此时不买，更待何时”的心态。

第二个原因是地方政府与开发商联合抗调的必然结果。
中国房地产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楼市调控如此之久，房价
却不松动、不下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财政。在土地财政
的指挥棒下，不论国家如何调控楼市，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都会
自觉与不自觉地走到一起。他们的口号是“保房价，就是保财
政，保房地产，就是保增长”。试想，如果不是这样，各地会出台
松动银根政策去救房地产市场吗？很显然，回答是否定的。

最后一个是官商勾结的结果。当前，由于一些官员参与楼
市进而官商勾结，这对房地产商来说，无疑就是一个市场的
“风向标”。换句话说，有了官商勾结，房地产商的地有多大，其
胆子就有多大，折射出的现实就是大胆上涨房价，炒作自我。
正是这三个原因，人们对房价的走势普遍看高。

两年多房价调控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房价降下来的目
标单靠政策引导是乏力的，甚至无法阻止房价的反弹。如果想
让房价合理回归，我们必须要做更多。

我们不能否认，政策对房价的高低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如
果我们关注房价的新闻就会发现，政策已经制定的足够多了，
相关部门的“态度”也表达过很多次了，但是楼市还是“越调越
涨”。 7月 4《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楼市回暖已成事实，调控
不能放松。楼市调控不仅是少数人和少数地方的利益问题，房
地产调控任务仍未完成，不能放松更不能反复。近期，国务院、
住建部、银监会等部门也纷纷表态要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

然而，当“表态”、“文件”、“政策”到了地方之后，由于地方
政府和房产开发商无利可图，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解
决房价上涨、反弹的措施很多人都知道，特别是政策的实施
者，但就是下不了决心、不舍得“割自己的肉”，而后果，就是全
社会为房价上涨“买单”。

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正在调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结
构都在优化，高房价的弊端不断显现，整个社会的负担也越来
越重，这需要有关部门拿出“壮士断臂”的决心和积极有效的
措施来调控房价。

从少林寺、法门寺、财神庙再到
普陀山，从直接 IPO 到借壳上市，都
几乎遭到网民和业内人士一边倒的
口诛笔伐。然而，大多数的人声讨错
了对象，因为真正的寺庙是没有一
个上市的。我们要猛吼一声，不要再
声讨寺庙了，该讨伐的是绑架和尚
道士的奸商们。

早在 2009 年前后，少林寺上市
便传得沸沸扬扬。香港中旅集团与
登封市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书》和
《登封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双方
确定斥资一亿元成立“港中旅 (登封 )
嵩山少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其中
港方占 51%股本控股，少林寺门票
经营权等嵩山少林景区资产则被登
封市作价 4900万元作为入股的一部
分，新公司拟定 2011 年上市。

在强烈的反对声中，少林寺上市
无疾而终。其实寺庙上市是新闻报
道被误解的缘故。单独的寺庙是不
能上市的，寺庙本身属于宗教局管
辖之下，而寺庙周边的风景区归属
于当地政府管辖。由于寺庙基本都
建立在名山大川、风景秀丽的地方，
当地政府把周围开发成数 A 级的风
景区。寺庙是在山中，想进山就要买
门票，这一部分寺庙本身是不能改
变的。

奸商“绑架”寺庙
行上市套现之实

目前，国内的佛教名山虽然都有
商业开发的内容，包括像少林寺、普
陀山等，不过建设开发和运营主要
是以佛教团体为主导。举一个非常

浅显的例子，当游客进入法门寺景
区之后，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向功
德箱内捐献了现金，但是这些钱实
际上并不是捐献给了法门寺，而是
由景区获得。只有古寺内的功德箱，

才属于法门寺所有。寺庙所得极少，
大部分是被管理景区的政府所得。

其实，中国有名的寺庙已经完全
被地方政府开发的风景区用一种包
饺子的方式裹在里面了，这就是宗
教界人士颇有怨言的“捆绑上市”。
有个寺庙叫做“老林寺”，当地政府
建立了一个“老林寺风景区管理有
限公司”，在进入老林寺的路上设立
岗哨之类的收钱工具，要想进山还
要坐他们专门的车才行，每天因为
香客滚滚而来，收入也滔滔而至。上
市的是这家叫做“老林寺风景区管
理有限公司”的企业，跟老林寺没啥
相干。但由于老林寺就在这山里，也
就等于算是上市企业的一部分了，
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的奸商们，圈完了地下的矿

产资源，再圈地面的土地，现在土地
也差不多被圈完了，于是这些看见
财富便眼睛发亮的奸商盯上地面上
的宗教文化资源。从少林寺到法门
寺，再到五台山、普陀山，这些千年
清修之所，在奸商眼里就是生财的
聚宝盆。而公共资源的上市更是助
长了争夺资源跑马圈地之风。

本来这一部分产权跟上市公司
完全没有关系，这些上市公司是一
种寄生性质的公司，这也就是所谓
“捆绑上市”，其实把这种行为直接
叫做绑架也没什么不对的。

说起寺庙上市，一位法师说他
们也是没办法，很多时候庙门之外
他们管不着，很多寺庙根本不想收
什么门票，但这一部分不归他们管，
他们只能管游客进去之后的事情。
上市了，寺庙仍然得不到什么，得到
上市收益的都是绑架寺庙的奸商
们。

地方政府“不作为”
助长奸商歪风邪气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地方政府的
协助，奸商们也是绑架不了寺庙的。

显然，很多这样“景区包围寺
庙”的公司，都是商业机构承包下来
经营的，其中有很多都有各种利益
相关人士的股份，也不乏地方政府
的股份。想想看，寺庙或者景区都是
每天收现金进账的，有什么必要上
市？上市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某些利
益集团顺利变现、增值，然后安全地
全身而退罢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

攘，皆为利往”，人在俗世，皆有谋利
之心，但“盗”尚且有“道”，连古代“盗
规”都规定：不抢劫僧道寺观、老幼、
妇女。寺庙对盗贼而言尚留有其敬畏
的、道德的空间，何况作为地方政府？
无论从尊重宗教信仰，还是从保护历
史传承、文化建设，都不能冲破底线，
绝不能用金钱砸毁佛门净土。奈何，
当下地方政府与奸商沆瀣一气，已不
讲什么生财之道了，似乎成了掠财大
盗。

寺庙本来属于公共资源，是整个
社会的公益性财富，可现在变成少数
人资源，最终所有的溢价、套取的资
金，通过模糊的地方预决算，到了奸
商们的银行存折上了。试想一下，如
果全球所有的政府公共资源从卢浮
宫到黄石公园、故宫全部打包上市，
如果西班牙巴塞罗那城的教堂、柬埔
寨的吴哥窟、中国的法华寺全都打包
上市，这样的资本市场该多么热闹。

岂不是奸商们在搞乱天下的局
势？

没有上市的寺庙
只有欺世的奸商

吴洁敏

任腾飞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7 月 4 日消
息，联合国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为
牛奶三聚氰胺含量设定了新标准，
今后每公斤液态牛奶中三聚氰胺含
量不得超过 0.15 毫克。目前我国关
于三聚氰胺的标准是：婴儿食品中
三聚氰胺的限量值为 1 毫克 /kg，其
他食品的限量为 2.5 毫克 /kg。超联
合国最新标准 16倍之多。

三聚氰胺标准只是中国诸多乳
品标准的一个缩影，而联合国此次
调整也再次引爆了中国乳品标准低
于国际标准的话题，乳业标准是否
应该调整？如何调整？会带来什么影
响？

奶农与消费者利益冲突
是伪命题

此前有质疑中国乳品标准的专
家称，中国乳业现状之所以十分混
乱，消费者深受其害，主要是由于中
国的乳业标准被大乳企以及中国乳
制品工业协会等挟持，以至于难以
调整，远远低于全球标准。相反的，
支持中国乳品标准的专家则认为，
中国目前的标准是为了保护奶农，
因为我国超过 70%奶农都是散户，
如果执行过严标准将害苦了他们。
对于乳品企业来说，自然不愿

意用过严的标准束缚住自己，而乳
品工业协会站在本行业的角度思考
问题，为乳企说话，也是能够理解

的。至于说中国的大乳企和工业协
会是否有那么大的能量，能够左右
一个行业的标准，则不得而知。此前
频频爆出的奶农倒奶事件，未必全
是由于质量问题导致，但乳品标准
提高后，乳企在对散户收奶时条件
自然会变得更加苛刻，这是不争的
事实。
通过分析，双方说的似乎都有

道理，一方为消费者据理力争，一方
为奶农声嘶力竭。奶农与消费者，究
竟孰轻孰重？
笔者认为，这本身是一个伪命

题。消费者与奶农本身没有利益冲
突，奶农的损失不是由消费者造成
的，也不应该由消费者来买单。试
问，按照现行标准，如果奶农的产品
达标，奶农倒奶的现象就能避免吗？
同样的，中国乳品质量安全的

关键也不是“更高标准”。提高中国
的乳品标准，确实能够提升乳品的
整体质量，但是未必能根治目前乳
制品频发的质量问题。在奶源充足
的情况下企业能货比三家，提高标
准后，在奶源不足的情况下，企业是
否会“饥不择食”？在产品出现质量
问题时，企业是否会隐瞒不报，仍存
侥幸心理？
比如近日，有消费者在微博中

爆料，其购买的光明“优倍”产品存
在质量问题。虽然光明乳业很快回
应，承认部分产品因操作不慎，渗入
清洗用碱水，并宣布召回全部相关
产品，但仍然引起网民质疑：渗入异
物的产品怎能当做合格产品安全出

厂？这其中不仅反映了生产厂家的
管理漏洞和对质量安全的轻视，同
时也是厂家责任意识淡薄的体现。

现阶段追求“高标准”
未必理智

实际上，“过高”的标准不仅中
国的奶农承受不起，中国的大众消
费市场也远没有达到对乳品高品质
的需求，虽然对品质的追求应该无
止境，但目前更多的要求是食品安
全。中国乳制品标准低于国际标准
是事实，但是按照中国现行标准，只
要相关部门坚决履行监管职能，只
要企业做好源头治理，只要某些企
业不抱有侥幸心理，对问题乳品坚
决销毁，而不是任其流入市场进入
消费者的胃里，达到乳制品安全就
不成问题。
中国乳品安全问题频发的根本

原因，不在于奶农，也不在于标准，
问题的源头应该是企业的原材料采
购环节。奶农不可能做到自己的原
材料完全符合标准，但是企业能够
做到，按照国家标准的检测手段就
完全能够做到。而这些费用最终都
会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上，为产品质
量买单，消费者也不会有太多的意
见。但是，一些企业为节约成本疏于
检测，或是为了眼前利益以次充好，
或是在生产环节疏于管理，消费者
则坚决不能接受。
在现阶段，仅靠实行乳制品的

高标准不仅解决不了食品安全问

题，反而会对中国乳品企业的原料
来源产生冲击。就目前来说，提高标
准，对奶农是切切实实的伤害，不提
高标准，对消费者则未必是一种伤
害。我们需要做的，仍是在现行标准
下，加大对企业采购环节治理和生
产环节的监管，加大违法企业的违
法成本，加强监管缺位的问责力度。
但是，这绝不是说我们的乳品

标准就止步不前，必须要有推进乳
品行业实行更高标准的计划并坚决
执行，不能够一拖再拖，中国的消费
者等不了。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阶
段性的提高标准的政策，并逐步推
进，与国际水平接轨。比如通过“阶
段性调整”的方式，这对各方都是一
个缓冲。
对于奶农来说，在标准提高之

前，可以进行自主选择：或者通过
提高产品质量而继续从事乳品行
业，或者选择放弃另谋生路；对于
一些奶源不足的企业来说，也是一
个解脱，与其挣扎着在乳品行业求
存，甚至不惜坑害消费者，不如趁
标准提高之前及早转型；对于消费
者来说，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循序
渐进的提高乳品质量，比盲目提高
标准导致乳制品市场价格波动要好
得多。
三聚氰胺事件以来，包括频出

的乳制品安全问题，使消费者对国
内乳企的信心指数降至冰点。乳品
行业标准实行阶段性调整，应该提
上日程，这是让消费者逐渐恢复对
国内乳企信心的前提。

中国乳品标准可实行“阶段性调整”

央行不足一个月二度降息，大家都叫好，加之此前“珠三
角”金改方案、新 36条实施细则逐步完善、央行深化利率市场
化改革等一系列政策出台，似乎是想促进实体经济的大力发
展。然而仅仅是“慷慨”地把大量的钱投向市场是否就能达到
效果呢？笔者认为最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未必能得到贷款，银
行与其慷慨的“放水”不如“建渠”。

7月 5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 2012年 7月 6日起下调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
利率下调 0.25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 0.31个百
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及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
利率相应调整,此举距央行上次降息尚不足一个月。央行月内
二度降息，且为非对称降息加上贷款利率下限进一步扩大，保
增长的意图非常明显，通胀持续回落也为降息提供了条件。再
度降息有利于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表面上看似乎中小企业有救了，但细细思量，又不是那么
回事。从当前国内信用贷款市场情况来看，企业融资难的问
题，并非是利率过高的问题，而是贷款可获得性容易程度问
题。众所周知，大型企业、国有企业获得贷款、融得资金并非难
事，难的是中小企业，而国家释放资金想要扶持的恰恰是中小
企业。
“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中小企业于国民经济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作为大型企业发展的摇篮、企业家创业成长的主
要平台，中小企业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中小企
业渴望得到金融之水，犹如嗷嗷待哺的婴儿，很多已生活在死
亡线边缘。此次央行减息，尽管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但是
否能够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是不确定的。因为低成本的
资金有可能流入国有企业，流入金融权贵者手中。

究竟这笔被释放出的资金如何才能注入实体经济，如何
更有效地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作用，值得我们深思。
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最紧迫的问题。此前金融领域
向实体经济发放信贷资金时，资金绝大部分被大型企业吸纳，
中小企业根本得不到资金。上次降息都说是好消息，而中小企
业确实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以色列的农业“滴灌”技术为我
国金融业资本在对接实体经济上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借鉴———
与其“放水”不如“建渠”。

政策扶持的资金应由过去的“放水”转向建渠，为了避免
金融之水总是往湿地里流，金融机构可以仿照水利工程的做
法，把渡槽架起来，越过一道山梁，一直送到干涸的土地。给急
需支持的中小企业创造环境，最大化资金利用效率。

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就好比急需灌溉的庄稼，而央行
降息所释放的资金就是一项巨大的“金融水利工程”。如果把
资金经很粗的“水管”漫灌一通，由于资金有限，得到资金的只
会是位于前列的企业。但是在分别建渠供给下，根据中小企业
“短、小、频、急”的融资需求特点，经分别建渠向每个企业提供
资金。那么既帮助企业能够方便地汲取资金，解决融资难困
境，同时还可以在人工控制下针对每个企业的实际情况“因企
制宜”，调节资金投放量，最大限度地发挥供给资金的效用。

银行怎么“建渠”，自然有银行的办法。银行在揽储时可以
说费尽心机、花样百出，各种各样的渠道都通向银行。只要银
行真心想建这个金融“水利工程”，自然是水到渠成，就怕银行
降息本来就不是为了中小企业，而是为了贪图自己的资金增
值，那么中小企业便只能是望水兴叹了。

央行“放水”不如“建渠”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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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志

抑制房价不能只靠政策

中国的奸商们，

圈完了地下的矿产

资源，再圈地面的土

地，现在土地也差不

多被圈完了，于是这

些看见财富便眼睛

发亮的奸商盯上地

面上的宗教文化资

源。从少林寺到法门

寺，再到五台山、普

陀山，这些千年清修

之所，在奸商眼里就

是生财的聚宝盆。而

公共资源的上市更

是助长了争夺资源

跑马圈地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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