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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责任机制的缺失是企业“骗补”大行其道的主要

原因。老百姓如果上了骗子的当，钱是从谁手里被骗

走的，谁就得担这份责任。即使把“棺材本”都搭进

去，这份损失也只能是自己扛。除担着金钱的损失

外，还要被家人抱怨。要是金额巨大，很有可能被埋

怨一生，甚至是被骗的人受不了家人的白眼，去寻死

觅活了。

但国家的补贴款被骗，无论被骗钱的部门还是有

关经手人，似乎都不用负什么责任。最后受损失的是

国家，或者说是所有纳税人。而那些掌握着补贴发放

权力的部门和个人，却依然享受着权力带来的荣耀和

好处，并乐此不疲。如果换一种机制，钱是从谁手里

被骗走的，谁就要把这个损失补上，那些热衷于发放

补贴的部门，就会谨慎得多，甚至是发放补贴的热情

和积极性也会大打折扣。

提升中国企业在战略性产业中的核心竞争力，是

诸多补贴项目设立的政策基础。但从实际效果上看，

巨额的补贴只是把企业“惯馋了、养懒了”，非但没有

达到培育优势企业的目的，与之相反，在新能源汽车

等领域的补贴还产生了“劣币驱趋良币”的恶果。由

于累计可达每辆车12万元的补贴，可以完全覆盖生

产成本，对于“骗补”企业，等于一辆车卖多少钱就赚

多少钱。大量低价新能源电动汽车冲击市场的结果

是，那些投入巨额研发成本的正规厂商被挤出市场。

在中国还非常贫困的几十年前，动用“国家力量”

完成重大项目建设，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并且也

创造了“两弹一星”等科技奇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中国的民间财富已经积累到“富可敌国”的程度。截

至 2014 年末，中国金融机构的各项存款余额高达

116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民间资本完全有可能替

代国家资本，成为战略性科技创新的主体力量。

事实上，那些被市场看好的创新型企业，根本用

不着国家“包养”。比如互联网企业中势头最强劲的

百度、阿里、腾讯，都是被资本市场所发现的，并从资

本市场获得了大量的投资。由社会资本所主导的“补

贴经济”，非但不用国家劳神费力，企业为了抢夺市

场，还会贴钱补偿消费者。滴滴和快的之间的补贴大

战，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国出行市场巨大的空间，不

但吸引了中国企业竞相“烧钱”，还招来外国企业凑热

闹。作为滴滴和快的的竞争者，美国Uber（优步）公

司 2014 年在中国市场投入高达 20 亿美元补贴。由

于看好Uber的前景，中国投资者在2015年为其投资

高达20亿美元。在其中国投资者中包括一些著名的

中国公司，如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万科集团等。巨额

补贴的结果是，Uber用9个月的时间把其市场份额从

1%提高到35%。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像是导弹发射、卫星上天这

样的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一定是要动用国家力量，至

少是要有国家补贴才行。但埃隆·马斯克这个美国

人，却以一己之力第一次完成了人类回收火箭的梦

想。

埃隆·马斯克同时是著名电动汽车特斯拉的创始

人。和特斯拉带给他的周折一样，自 2002 年创立

SpaceX公司以来，这个“劳民伤财”的项目至少两次让

他几近破产。在经历了3次回收失败以后，他做到了

美国国家航天局也不曾做到的事情。这个财大气粗

的机构，仅2014年度就握有40亿美元的专属预算。

和特斯拉不同的是，猎鹰9号火箭的回收成功，

不仅创造了一个科技奇迹，更是颠覆了人们对于“重

大科技创新必须依赖国家投入”的固有认知。

在美国，“倾家荡产”追逐科技梦想的“疯子”，不

仅是马斯克一个人。改变世界能源格局的“页岩气革

命”，就是一个叫乔治·米歇尔的老人发动的。从

1981 年到 1997 年间，米歇尔能源共投入 2.5 亿美

元。在经历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能源安全成为美国的

国家战略。对于页岩气的开发，美国政府也尝试过给

予直接帮助，包括税收抵免政策。但在1976—1992

年的12年间，美国能源部的总投资也不过区区9200

万美元。对米歇尔而言，他仅仅利用过美国天然气研

究的地质情况调查报告，并且事后证明那个调研结果

是错的。

在长达30 年的时间里，开发页岩气几乎是米歇

尔一个人的战斗。在预见到页岩气具有良好的商业

可靠性后，米歇尔开始“跑马圈地”占有页岩气资源。

到2002年，82岁的米歇尔把他自己创立的能源公司

卖掉，获得了35亿美元的财富。通过“页岩气革命”，

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第一大石油生产国。

“补贴经济”两种不同的模式，不仅产生了不同的

经济结果，也导致企业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心智模

式。由国家主导的“补贴经济”，让一些企业家变成了

“骗子”；而由社会资本主导的“补贴经济”，却让企业

家首先成为社会福利的创造者。

企业家精神是科技创新的决定性因素。重大科

技创新需要的不仅是巨额资金的推动，更离不开企业

家的冒险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中国企业创新能力

的提高，需要有一大批像乔布斯、马斯克、米歇尔一样

的企业家。从惦记着如何“骗补”到把创新当成梦想

和荣耀，既需要中国企业家财富观念和精神境界的巨

大转变；也需要经济制度做出适应时代的变革。现

在，这个时机已经到来了。

“补贴经济”造成的
繁荣与恶果

取消熔断机制未能挽回市场信

心，近期国内股市延续了调整走势，再

度回到“2”时代，引发各界热议。业内

专家表示，显然熔断机制现阶段并不

适合中国股市。为稳定市场，完善监

管漏洞，预计证监会未来将从规范杠

杆融资、严格程序化交易管理、强化期

货市场交易管理、提高监管效率等多

方面完善监管。

事实上，在近日召开的2016年冬

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股市将如何发

展也成为热议的话题，国家副主席李

源潮表示，中国股市“尚未成熟”，政府

将加强监管来避免过度波动。

将通过“强化”手段
稳定股市

2016 年新年伊始，A 股市场熔断

机制首度实施，在首个交易日即触发

熔断，此后股市开始连续暴跌，熔断机

制施行 4 天 4 次触发熔断。上海证券

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

货交易所1月7日晚间宣布，为维护市

场稳定运行，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自

2016年1月8日起暂停实施指数熔断

机制。但取消熔断未能挽回市场信

心，目前国内股市并没有如预期中的

那样大幅上涨，而是延续了调整走

势。虽然多头资金在 3000 点整数关

稍有抵抗，但截至1月20日收盘，沪指

继1月13日跌破3000点之后，再度重

新回到了“2”时代。数据显示，2016

年以来，截至1月15日仅10个交易日

沪指就大跌 18.03%，创出了单月跌幅

的历史新高。

1 月 16 日，证监会主席肖钢也坦

言证监会存在监管有漏洞、监管不适

应、监管不得力等问题。1月20日，证

监会副主席方星海接受外媒采访时承

认熔断不适合A股。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对《中

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很显然熔

断机制现阶段并不合适中国的

股市。熔断机制下，市场价格不

能及时反映交易者的交易意愿，

容易导致价格扭曲和有效性下

降。从证监会主席肖钢的讲话

可以看出，证监会接下来要做的

事情是通过“强化”手段稳定股市、弥

补监管漏洞，而强化监管本位是肖钢

本次讲话中的最大亮点。投资者信心

不足的原因，一部分是被市场认为的

“监管缺失”，因此，证监会未来也将从

规范杠杆融资、严格程序化交易管理、

强化期货市场交易管理、提高监管效

率等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除了要强

化对市场的监管外，肖钢还用大量篇

幅提出要加强证监会系统党的建设和

干部队伍建设，这也显示出证监会下

定决心要内外兼修，在管好市场的同

时还要监管好自己。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也对《中

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在熔断机制事件

上，监管层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是仓促

推出，对于市场波动、流动性关闭以及

磁吸效应估计不足，导致实施当天即

连续触发，虽然接下来的两个交易日

在护盘力量的保护下度过，但紧接着

又是更快速地触发熔断，让市场原本

逐渐平缓的情绪再度紧张。第二是仓

促暂停，在市场还没有完全消化熔断

机制带来的新变化时，又马上暂停，导

致政策面的不确定性大增，非但没有

稳定市场情绪，反而突显出监管层此

时已经失去对市场的准确把握，让市

场进一步失去对后市的信心。因此，

熔断机制的实施和暂停如同对市场的

两次伤害。

对于监管层将怎样稳定股市弥补

监管漏洞，沈萌指出，目前市场最关注

的除了经济大环境外，还有监管政策

的连续性以及政策红利、改革红利是

否可以刺激行情上扬，因此除了熔断

机制外，目前 A 股其他一些限制性规

定比如T+1、涨跌停板等，才是资本市

场改革的重心，监管层应该让市场在

一个相对透明的制度下运行，减少行

政的频繁干预。

A股后续走势
或受全球股市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2015

年A股市场单独暴跌，2016年开

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都出现动荡。

主要原因是国际油价持续下跌令全球

投资气氛低迷，全球股市不断集体下

跌。其中，自1998年金融风暴以来，香

港市场再次遭遇“股汇双杀”局面。截

至1月20日，今年以来，香港恒生指数

已经累计下跌13.8%；日经225指数跌

幅达13.5%；韩国首尔综合指数一度创

下自2012年以来的新低；印度和澳大

利亚股市跌幅均超过1%；德国股市累

计跌幅接近 12%；法国股市的跌幅也

超过10%。业内人士指出，后续A股走

势不排除将受到全球资本市场环境影

响。

在可以期待的稳定市场完善监

管的政策中，市场对即将施行的注册

制报以了较高的期盼。据记者了解，

为了缓解股市持续下行的压力，注册

制的推进工作正有条不紊地稳步开

展。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 1 月 13

日晚间在答记者问中再次强调，目前

证监会相关规章规则的起草工作正

有序进行，注册制改革实施的具体时

间将在完成有关制度规则后另行提

前公告。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

所长吴晓求表示，从核准制到注册制，

不是简单的行政放权，而是资源配置

机制的变革，是资本市场平衡权责结

构的变革。注册制改革的核心是强化

信息披露，建立基于成长性而不是重

要性，立足于未来而不是关注过去的

企业上市标准，目标是建立一个信息

透明、自主投资、预期有序、基于成长

的股票市场。

A股市场又现暴跌模式让国内上

市公司再次经受考验。《中国企业报》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面对动荡的市

场，大多数上市公司通过增持自家股

票来稳定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

上市公司面临严峻考验

2016 年刚开始，A 股市场又现暴

跌模式，这对于股市中需要直接融资

的上市公司，是一场不容忽视的考验。

业内人士指出，在今年股市大跌

过程中，减持禁令将于 1 月 8 日到期

的消息被认为是诱因之一。因为股

灾的原因，在 2015 年 7 月份，证监会

发布了关于持股 5%以上在 2016 年 1

月 8 日之前不得减持的规则，有效地

堵住了一些产业资本减持对二级市

场的抛压。

而为防范大股东、董监高集中、大

规模减持冲击市场，证监会 2016 年 1

月7日出台了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

的减持新规，并表示为落实减持规定，

沪深交易所将于近期陆续出台相关配

套细则，为大股东依法、有序减持提供

规范指引。新规的核心规定为：大股

东在三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虽然证监会出台了减持新规，但

还是有一些公司在新规实施首周就颁

布了减持计划。”某企业内部人士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稳定市场一

方面要靠企业高管自觉行为，最重要

的还是要靠成熟的监管制度来引导和

制约，监管层可借鉴欧美发达国家成

熟的市场监管经验，提高减持门槛和

延长减持时间，例如美国股市大股东

减持要提前报备，这就比国内股市先

减持后报备的制度在减少市场抛压方

面更加有效。

北京城建三投资集团执行总裁徐

天薇对记者表示，上市公司应该将眼

光放长远，要改变“圈钱”想法，着重发

展公司具体业务，用企业自身的价值

吸引投资者，而不是上市后成功圈钱

后就跑。

增持有利维稳市场

“在动荡的市场中，上市公司应该

按照监管层的统一部署，通过采取增

持、回购和员工持股等措施稳定股价，

并且勇于发现和披露市场的不良行

为，营造股市良好氛围。”著名经济学

家宋清辉对记者表示。

据记者了解，截至1月17日，有18

家上市公司公布了重要股东的减持计

划。但是相比增持的公司而言，还是

属于少数。因为在此期间有近400家

上市公司的重要股东出手护盘，增持

自家股票。由此可见，大多数上市公

司还是较为理性，以实际行动即增持

来维稳市场。

某上市公司内部人士对记者表

示，在市场下跌过程中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及大股东大规模减持的确会进

一步打击市场信心，因此，保持对企业

和市场的信心，不轻易套现，将对市场

恢复信心有所帮助。而且，在市场低

位适当增持，合乎高抛低吸的投资规

律，这也是对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

大股东智慧和魄力的考验。

据记者了解，面对股市动荡，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大股东继去年7月

份之后，已经开始再一次以增持方式

集体护盘维稳市场。1 月 20 日晚间，

普邦园林发布公告称，截至 2016 年 1

月7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涂

善忠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616.74 万股，

增持金额4114.96万元。

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显示，自今

年1月1日至1月18日，已有397家上

市公司的重要股东出手护盘，增持自

家股票，增持参考市值高达 170.7 亿

元。

从今年1月份各家公司的增持情

况来看，上海莱士的股东最下“血本”，

增持的参考市值高居榜首，为15.66亿

元。交大昂立增持次数最多，其股东

先后61次增持自家上市公司股票。另

外，通威股份、天虹商场、宝塔实业、全

聚德、粤水电、宝通科技、钱江生化、永

新股份等上市公司被增持次数较多。

增持仍是重头戏
本报记者 朱虹

监管层或多举措稳定股市
市场期盼注册制尽快实施

本报记者 朱虹

市场

王利博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