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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向你借钱去做生意，并

且告诉你如果赚得多就多给你一些

利息；赚得少利息就少些；要是赔了

钱就可能连本钱都不能全部还你，你

还会借钱给他吗？

估计很少有人会去做这样的傻

事。因为你既不知道他去做什么生

意，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赚钱，能赚多少

钱；甚至不知道他赚了钱后会不会骗

你说没赚或者说他赔了，赖掉你的账。

这就是一些互联网金融投资者

可能面临的困境。2016年4月中旬，

国家工商总局等十七个部委出台有

关互联网金融广告的专项整治工作

实施方案。该方案中提出，互联网金

融平台不得对未来效果、收益做出保

证性承诺，明示或暗示保本、无风险

或者保收益。

不错，承诺保本和高收益的确是

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的常用伎俩，

“保本保息”几乎是所有线下理财销

售人员的营销话术。无论是震惊全

国的“E租宝”非法集资案，还是刚刚

爆出的中晋系非法集资案，无不是以

令人心动的收益诱骗投资人。而投

资人也正是因为被所谓的高额回报

所诱惑，才“放心”地把钱掏出来。

假使剖开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

“保本保息”只是非法集资和金融诈

骗的表面特征，“诈骗”才是其背后的

实质意图。

从法理上讲，金融机构关于“保

本保息”的承诺，构成了金融机构和

投资者之间的合同要约，是投资者向

投资机构索取回报和追究责任的依

据。如果金融机构不向投资者做出

相应承诺，也就意味着投资者在受到

损失时，无法追究金融机构的责任。

向投资者支付相应的收益，是金

融机构正常的商业行为，也是其融资

活动能够实现的前提。投资收益其

实是金融机构为使用资金而向投资

者支付的价格和成本。正常情况下，

金融机构愿意向投资者支付的回报，

一定是小于其对外投资的收益。银

行贷款利息高于存款利息，并通过赚

取息差获利，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例

证。

如果金融机构出现投资失误，导

致在单一项目中的收益不足以“保本

保息”，也应当是由金融机构为此买

单，断没有让投资者买单的道理。因

为投资者既无法了解内情，也无法控

制过程中的风险。投资者之所以愿

意放弃一部分收益，把钱交给金融机

构去运营，就是基于对金融机构专业

能力的信任。

互联网金融和线下理财领域连

续爆出超百亿大案，并非是“保本保

息”造的孽，而是监管缺失惹的祸。

把板子打在“保本保息”上，并没有击

中金融诈骗的命门。

银行系统可以说是监管最严密

的金融机构，但近年来却连续发生

“存款失踪”案。接连出现并发酵的

银行票据案，更是显露出银行内部监

管的巨大漏洞。农行北京分行39亿、

中信银行 9.69 亿、天津银行 7.86 亿

……银行的内部审查程序几乎是流

于形式。除银行系统外，保险行业销

售第三方理财成风，也暴露出监管缺

失的问题。比如，在多名员工卷入

“金赛银”案后，对于是否由公司授

权，平安保险官方和其员工各执一

词，导致数百名投资人到其办公楼下

维权。

凡此种种，足以证明监管不到位

才是金融市场乱象丛生的真正原因。

从“E租宝”和中晋系等案件中，

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真正让

众多投资人上当的并不只是“保本保

息”的宣传，而是其前期高收益的“现

实”。对于那些连本金都不打算偿还

的金融机构来说，不承诺“保本保息”

并不会对其“欺骗”行为构成致命的

影响。其依然可以通过拆东墙补西

墙方式，在前期营造高回报的假象，

积累更多的“信用”，制造新的庞氏骗

局。

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可以不承诺

“保本保息”是基于三个前提的。

首先是监管机构处罚起来绝不

手软，为投资者把好第一道关。其次

是第三方评级机构以严谨、公证的评

级，为投资者提供客观的投资“安全

性”参考。这些评级机构与中国股市

上的“黑嘴”和“大嘴”股评师有着本

质的不同。第三是在发育完善的市

场机制下，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一些

品牌金融机构。投资者对这些机构

有着更大的信任。

互联网金融和线下理财领域乱

象丛生，表面上看是法规滞后、无法

可依的问题，但实质上却是监管被

动、有法不用的问题。

现在很多所谓的互联网金融产

品，如果把其互联网的外衣一层层剥

下，实际上完全可以找到相对应传统

金融产品。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总

是采取打擦边球的办法，把其产品归

结为跨市场产品，借以逃避监管。而

监管部门也缺乏对相应产品的研究

和分析，不是认真界定产品的金融属

性和法律关系，而是当做产品创新加

以宽容。这是导致金融秩序混乱的

重要根源。

既然“骗子”们可以利用互联网

信息技术的特点“行骗”，监管部门当

然更要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便利

加强监管。通过互联网金融统计监

测和风险预警体系建设，监管部门甚

至可以知悉每一笔交易，及时发现资

金流向的异动，锁定并终止违规业

务。同时，监管部门也可以借鉴传统

金融业务的监管模式，提高互联网金

融机构的准入门槛，提高支付安全系

数。

“保本保息”是当前市场条件下，

金融机构增加信用和竞争力的有效

方式。作为其对投资者的承诺，只要

是双方真实意图的表达，并且没有损

害第三方利益，就应当被法律所认

可。真正能够兑现承诺，做到“保本

保息”的金融机构，一定是优质的金

融机构。如果有个别金融机构因“保

本保息”而破产倒闭，也是其营利能

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不足的结果，责任

怪不到“保本保息”头上。

“保本保息”既便于投资人选择

产品，也有利于金融机构的优胜劣

汰。监管部门所要做的不是禁止金

融机构“保本保息”，而是要逼着其为

吹过的牛负责。只有这样，才能逼出

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和负责任的金

融机构。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竞争

中的胜算才会更大。

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开展交通基础设施扶

贫，增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能力。其具体工程项目有

两类，一是实施百万公里农村公路建设工程，实现乡镇

和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改造公路危桥，改善贫困

地区发展旅游等产业交通条件。二是实施高速公路、

铁路、机场等百项骨干通道工程，实现二级及以上高等

级公路基本覆盖所有县城，铁路和高速公路基本覆盖

市（地、州）行政中心，推进沿边公路空白路段建设等

等。

从贫困地区现状看，交通落后确实成了致富的一

条短腿，很多资源如生态旅游资源、生态农业资源及矿

产资源，因为交通落后得不到应有开发，无法让资源为

当地带来财富。因此，加大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

推进中央精准扶贫和整体脱贫的重要举措，政策力度

算是用到点子上了。而且，交通等重大公共基础设施

项目投资，不仅能带动贫困地区相关产业发展，具有助

推经济稳增长作用，也更能让这些地区农业、旅游等产

业资源优势进一步释放出来，成为加速脱贫致富的原

动力。

但笔者想说的是，这么庞大的扶贫公共基础项目，

仍须兼顾各级地方政府实际财力及投资项目本身所能

发挥的效益，不能一味追求速度和规模，既要防止投资

项目过度加剧地方财力负担，又要防止公共基础项目

建设过多而出现低效运行，从而难以更好地发挥脱贫

致富效应。从目前看，有两个问题需统筹解决好。

其一，解决好资金配套问题，避免因扶贫公共基础

项目投入过多，加剧当地政府财政负担和民众经济压

力。

由于目前中央政府在一些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上

采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共同分担的投资

模式，这样应处理好投资比例问题：一要科学确定中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投资分担比例，不能让地方政府承

担过多资金投入。因为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落后地

区，一般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与之相伴的是企业生

存状态不佳，财政收入相对较少。尤其房地产降温之

后，土地财政收入增长空间有限，而其他保民生支出

因人口老龄化加剧，逐步增大，这就使经济落后地区

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而如果在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上投入过多资金，由于缺乏很好投资回报，可能更

会加剧地方政府新一轮债务膨胀，有可能诱发地方政

府债务危机。

二要科学确定当地政府与民众投资比例，避免民

众因耗资过大导致负债过多造成生活困难。贫困地区

民众本身收入不高，在一些投资项目上如果被分摊过

多资金，势必超过民众经济承受能力。

三要合理确定政府投资与民间资本投资比例，使

所有建设工程投入不因资金问题而落入“烂尾工程”

或“僵尸工程”结局。由于经济大环境影响，中央财政

收支缺口拉大，加之营改增全面实施之后，中央财政

收入总体上会有所减少，中央政府预计2016年财政

赤字率为3%左右，全年就近4500亿元。这说明财政

支出压力本身就比较大了，而如果加上这些重大扶贫

基础工程项目投入，财政支出更加困难。对此，将一

些重大扶贫基础设施项目通过政府与民间资本合作

（PPP）投资模式，引进更多民间资本投资合作者，以减

轻政府投资压力；同时也能让扶贫基础建设项目资金

没有缺口，能在短期内建成并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其二，解决好投资效益问题，避免追求“多而全、大

而全”投资倾向，科学评估每项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均衡。

据统计，自2014年以来，中央政府为打破经济僵

局，国家发改委先后批复的铁路、机场、公路等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逾100个，预计投入资金逾3万亿元，掀起

了新一轮投资热潮。

由于投资过快、过多，一些铁路、公路和机场利用

率不高，发挥作用不大，有些甚至是亏损，难免会使一

些投资基建项目闲置率上升，加剧了产能过剩和严重

资源浪费，不仅使国家财政资金遭受损失、银行贷款难

以收回，也增加了政府、银行和民资后期其他项目资金

投入压力。

尤为严重的是，基建项目投资巨大，回收周期长，

把民资引入这些项目后，如果因政策或其他因素影响，

无法保证投资效益和投资按时收回，则会造成“夹生

饭”局面。不仅会让政府丧失信用和失去投资引导力，

最终会使民资对国家开放投资项目失去信心，从而影

响民资后期参与重大工程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

产生长期负面影响。

鉴于以上各种原因，在扶贫重大基础工程项目上，

做到有计划、分阶段设施，坚决摒弃“一口吃出胖子”的

想当然思想，对推出的建设项目进行全面权衡和科学

论证，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长远目标和经济增长目

标等方面通盘考虑，防止急躁冒进，避免资金浪费和投

资项目“过剩”现象发生。而且，应适当把资金投资引

向贫困地区民生领域，如健康服务业中的老年公寓、养

生保健等项目投资。因为贫困地区的这些领域也是一

个短板，一旦投入，既能发挥惠及民生作用，又能保证

资金投资效益，实现投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最大化。

邱泉

视点

重大扶贫基础工程项目
仍须兼顾财力和效益

“256.92 元/克”！人民币定价黄

金19日正式推出。这是继2014年上

海黄金交易所国际板推出之后，中国

黄金市场国际化发展的又一标志性

事件。这意味着，国际黄金市场除了

“伦敦金”，还将出现“上海金”，为全

球投资者提供一个公开透明和可交

易的人民币黄金基准价格。

现实来看，“上海金”的正式推

出，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动荡以及美联

储货币政策依然“朦胧”的背景下实

现的，这对于我国经济金融领域而

言，无异于一大重磅利好。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人民币的

地位已由第6名上升到第3名，如果

说这是开启了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

市场上的“话语权”之门，那么今年

“上海金”的推出，将打开“另一扇

门”：既为我国赢得国际经济金融市

场的又一“话语权”，又将为我国赢得

世界其他各国参与我国经济建设的

“金砝码”。

客观地说，黄金市场作为国际金

融市场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全

球各主要国家都试图拥有或掌控其

话语权和定价权，而本次“上海金”的

正式推出，正是切中了“定价权”的要

害。

“上海金”推出的实际，是指在上

海黄金交易所平台上，以1公斤、成色

不低于 99.99%的标准金锭为交易对

象，以人民币/克为交易单位，通过多

轮次“以价询量”集中交易的方式，在

达到市场量价相对平衡后，最终形成

“上海金”人民币基准价格。

再就是，此次“上海金”的推出，

使国人购买黄金时将可以直接以人

民币进行计价交易，将告别币种转换

等麻烦，带来计价交易的便捷。同

时，“上海金”的推出，还能够促成我

国作为全球第一黄金生产、消费、进

口、加工大国在国际黄金市场上的应

有作用的发挥。此外，“上海金”基准

价将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个公允的、

可交易的人民币黄金基准价格，为黄

金市场参与者提供了良好的风险管

理和创新工具，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

人民币黄金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加

快推进我国黄金市场国际化进程,拓

宽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使用范围，提

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

不可否认，我国黄金市场投资者

和消费者对“没有定价权”感受深切，

无论国内需求如何变化，都无法主导

国际黄金价格，价格不仅不能调节供

需，甚至是逆价格规律，经常会出现想

买的价格买不到，想卖的价格卖不

出。国内大到金矿商及金融机构之间

的协议买卖，小到交易所及柜台市场，

都必须参考伦敦和纽约的价格，导致

整个金融定价领域端受制于人，导致

出现难以控制的风险敞口。尽管“上

海金”的面世有可能弱化当前全球金

价标准，动摇以美元计价的伦敦金价，

但却能实实在在有助于我国黄金交易

定价逐步摆脱“伦敦金”的束缚，形成

具备中国特色的金属定价体系。

然而，要想真正实现让“上海金”

反向影响到全球黄金定价体系，让“上

海金”真正发挥推动人民币走上世界

强势货币作用，为国内银行业、黄金生

产企业及广大普通投资者带来真正投

资机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吸

引到国际最大的黄金做市商加入“上

海金”，共同参与定价交易，以增强“上

海金”的话语权；再就是“上海金”的定

价影响力，不能仅仅局限于报价交易

环节，尤其需要渗透到黄金租赁、现货

交割、清算、黄金衍生品等整个黄金产

业全产业链环节，从而实现“上海金”

真正融入到国际市场。

另一方面，还得抓好我国经济

“一揽子”工程建设，从根本上为巩固

牢固地位奠定坚实基础，才能让“上

海金”真正成为国际黄金市场基准价

格的主宰者。

观察

“上海金”强起与人民币国际影响力相得益彰
雷振华

禁止承诺“保本保息”
并未击中金融诈骗命门

丁是钉

4月15日，史玉柱在巨人员工大

会上演讲时称，巨人在取得成功后，

企业内部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兔

子”，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所以要全面

推行“狼文化”，赶走“兔子窝”。“‘兔

子’人缘好，讨大家喜欢，但它不出业

绩；‘兔子’最爱繁殖，比谁都爱繁殖，

不停地繁殖，找同类，生出大量‘小白

兔’，形成‘兔子窝’，霸占着岗位、资

源和机会。”

此言一出，随即引发众多企业

CEO们的共鸣与点赞，当然，质疑之声

也不绝于耳。

所谓“狼性文化”，其实没有精准

的定义。笔者综合各种褒义正面色

彩的说法，归纳“狼性文化”，大致指

的是企业文化中一枝独秀的创举，是

一种带有野性的拼搏精神。狼性的

野、残、贪、暴都应在团队文化中得以

再现，那就是对工作、对事业要有“贪

性”，永无止境地去拼搏、探索。

近年来，“狼性文化”在企业界盛

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狼性

文化”这把双刃剑的积极意义讲，企

业文化是“养”出来的。正像联想柳

传志经常所言：“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进入到联想，都要熔化在这个模子

里。这一点叫‘入模子’。你可以改

造这个模子，但进来之后就要按这个

做。”这个“入模子”的过程，就是“养”

的过程。

从“狼性文化”这把双刃剑的消

极意义讲，企业文化过度加入“兴奋

剂”事与愿违。

企业如果在“养”的过程中融入

了“兴奋剂”元素，或许会带来短期利

益，但从长期看“兴奋剂”文化却会严

重损害企业的健康躯体。“狼性文化”

就是这样含有“兴奋剂”的文化，狼性

中深藏着固有的本质——残酷无情、

你死我活、蔑视规则，为达到目的不

择手段，极易造成企业及员工在道德

文化上的迷失。在与市场竞争对手

的拼杀中，置对方于死地将是唯一目

的，即使一方获胜，也会因失血过多

元气大伤，形成“双输”的结果。很显

然，对企业的长期发展而言，“狼性文

化”绝非百分之百正确的商业大道。

你死我活绝不是正常的市场法

则，与人为善才是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的根本。毕竟，在中国做生意，不能

脱离中国的文化背景。在企业文化

的建设上，中国文化的背景显得尤为

重要。因为，企业文化是凝聚员工的

纽带，而中国文化的背景是使员工能

够自觉奉行企业文化的精神基础，脱

离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文特征，会产

生巨大的矛盾。

管见

企业不要过度推行“狼性文化”
李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