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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论坛

经济有点烦 股市不会冷

2008经济危机以来，类似的逻辑推

导就没断过，只不过推来倒去，都是在

玩概念，事实与结果反倒越来越拧巴

了，之前说美国搞QE放水，超发货币，

全世界都跟着来，非常危险，其恶果将

不可想象；中国有些人开骂，美国搞QE

就是输出通胀，转嫁风险和国内矛盾，

可是几年走下来，人们不仅没看到通

胀，反而通缩趋势倒越来越明显了，甚

至有全球蔓延的态势，怎么坐飞机撒钱

的QE ，没输出通胀反而是输出通缩了

呢？其实，不论是QE刺激通胀，输出通

胀的论调，还是最新的这篇世界经济将

要大衰退是因为通缩趋势和货币政策

技穷的无路可走，本质上都是一个毛

病，都是本本主义，死读书的结果，拿一

些经济概念套来套去，脱离现实，误判

是铁定的。

本本主义惹的祸

现在回过头来看，2011年前后通胀

是个假动作，2008年通胀最高，2011年

再次摸高也没高过2008年，仅仅是个反

弹而已，不应该把帐算在国内的4万亿

的头上，4万亿有利也有弊，是中性的，没

那么糟糕，要说它有害也是因为多数钱

没有去为创新转型服务，而是再次去了

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传统产业；不过当时

的通胀更多还是来自国际传导，因为国

际大宗商品和资源品的反弹高峰，正是

在2011年上半年。

4万亿有利也有弊

过去的七年里，从信用黑洞到持续

量化宽松，美国基本上走出了危机造成

的震荡，并籍此调整结构，发力新经济，

从去年开始退出QE，经济增长也渐有起

色，货币政策开始从宽松向中性过渡了；

与此同时，这些年跟随美国实行同样策

略的国家和地区，却产生了不同层次的

分化，比较有代表性的欧洲与中国，都有

各自的泥潭要跨过去，具体到细节上，欧

共体里的国家经济有好有坏，差异性的

平衡是个问题；而中国的麻烦是来自发

展模式和改革停滞，不过目前，全球经济

面对的共同问题则是：通缩，这个让经济

看上去有点烦。

通缩让经济有点烦

当下，几乎所有的传统产业都开始

进入到了产能过剩的时代，这一点，从

发达国家开始，蔓延到发展中国家，已

经是无计可施了，而传统产能遵循必

然的发展规律，并无出格之处，出路在

哪里？借鉴历史经验，能提升并结束

蒸汽机时代的，只能是电力时代，今天

的全球经济，正站在这个转折的拐点

上，没错，经济看上去是有点烦，可是，

经济的映射体——股市，却不太冷，不

仅不冷，简直是炙手可热。

过去的一年多里，美国股市已经

无数次创出历史新高，如此这般的躁

动强烈预示这绝不简单，而带动美国

股市飞跃的正是满眼的新经济代表

者。

新经济带动美国股市飞跃

新产业怎样提升经济？从互联网

到移动互联网，从PC机到智能手机，设

备增量和所能影响的人口增量都是几

何级数的，所带来和衍生的需求与服务

更是巨大；所有传统产业都面临被重组

重置和升级改造，整个过程是痛并快乐

着的；这个产业大升级，最终将细化到

满足每一个人的个性服务需求，也就是

说在新时代可能会出现没有一件产品

是完全相同的产业格局，由此带来的产

品的多样性，配套产业的重度细分率等

等，都将远超传统，以此为管窥之点就

完全可以想象它将带来何种程度的经

济体量的提升。

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痛并快乐着

上述种种，就是经济的貌似不振和

资本市场躁动激昂这一反差的根源，上

述所有的新元素，也都在中国落地生根，

并正在逐步发展，或跟随先进或开拓创

新，通缩或许还要走近，降息还将会持续

应对，但是降息仅仅是权宜之策，它拉不

住传统产业臃肿的下降身躯，最终能治

本的就是开拓新产业，并尽可能快的培

育和发展，这也是中国创业板始终成为

牛市领导者的根本原因，新常态，不拘

泥，如果创业板的疯狂，带给全社会持续

的创业激情，那将是善莫大焉，也是中国

在全球经济进入新纪元的重要时段，最

大的推进器！

创业板成为牛市领导者

前两天看《锵锵三人
行》，经济学者马光远说中
国股市是惊悚恐怖大片，经
济基本面差，股市倒是涨起
来了，而且涨得那么不堪，
乱涨一气，这个老马也真敢
说，不过也侧面证明了经济
学家做投资多数输钱的事
实，凯恩斯、费雪、杨小凯甚
至格林斯潘，这些经济学领
域里的狮子老虎，都是炒股
的输家；这不是小看经济学
家的能量，而是对宏观经济
的判断，经济学家自己要有
相当的慎重，别乱说乱动
的，过去资讯不够发达的时
代，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
互动都基本不离谱，今日是
个资讯高度畅通的时代，在
资本市场这种专门处理综
合信息的庞大体系里，它的
处理量和复杂程度远超数
个超大型计算机，之后它所
表现出的前瞻性，全面性，
所得出的产业发展结论等
等，是任何偏安一隅的某个
专家学者力所不能及的，就
是一堆高级专家聚在一起，
也必然难以摆脱片面性，所
以对资本市场，敬畏是最基
本的态度。

“两会”看点在哪里?
基于 2014 年全国各条战线的发展状况，

对于今年的“两会”国人无疑充满了期待。由

于“两会”将要审议与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

将会对各条战线的工作作出布署，因此，今年

“两会”的看点自然不会少，人们的聚焦点在

哪里，“两会”的看点就会在哪里。

就投资者来说，当然关注“两会”给股市

带来的投资机会。就此而言，“两会”对于股

市来说，确实是一个重大利好。因为从“两

会”的各种看点来说，确实会给股市带来很多

的题材与投资机会。比如，去年 12 月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15年区域经济发展路线

图，其重点就是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

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这项事宜在今年“两

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会得到落实。

这实际上将可以在最大范围内促进中国经济

的发展，相对应的上市公司因此而受益是必

然的。又如国企改革，这同样是 2015 年政府

工作的一件大事，这同样会让相对应的上市

公司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再如，保护生态

环境，破解“十面霾伏”，建设“美丽中国”，这

将给相关的环保企业带来发展机遇。还有国

家安全问题，也会给相对应的军工概念股带

来炒作的机会等等。

不过，就个人而言，本人更看重“两会”的

这样两个看点：一个是反腐，一个是依法治

国。毕竟反腐在近两年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

绩，仅查处省部级以上贪腐高官就有 80 余

名。下一步会有怎样的措施，更加令人关

注。而依法治国是改变“人治”的根本，通过

依法治国可以改变几千年来形成的“长官意

志”，这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基础。

而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关注上述两大看

点尤其显得意义重大。就反腐而言，投资者

更希望反腐能够深入到资本市场中来，并因

此推动资本市场相关的制度建设。毕竟资本

市场充满了深厚的利益关系，这其中的腐败

较之于任何一个行业来说都是有过之而无不

及。据春节之前的媒体消息称，有 70 家上市

公司卷入反腐风暴，但对于 2600 多家上市公

司来说，这只是冰山一角，更多更大的腐败还

隐藏在上市公司或相关机构之中并没有被挖

掘出来，只要深入挖掘，将会有更多的腐败分

子被揪出来。可以断言，资本市场存在着一

个“腐败金矿”，就等有关部门来挖掘。

不仅如此，通过“反腐”来达到完善股市制

度的目的，也是本人关注反腐的又一个原因。

比如权力寻租，这是资本市场腐败的一个普遍

现象。像神州泰岳等公司，其上市的过程就是

一个权力寻租的过程。如何对这类公司进行

查处，这在目前的股市制度建设方面还是一个

空白。如果不能完善这方面的制度，就是对有

关公司寻求权力寻租的一种肯定与鼓励。对

于这样的企业及当事人必须予以严惩。情节

严重的，勒令退市也在所不辞。

就依法治国来说，对于股市而言，就是依

法治市。而从目前的现状来看，股市上的法

律多是“豆腐法”，不仅不能严惩违法犯罪行

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包庇违法犯罪的

嫌疑。所以股市的法律法规必须予以完善，

这才符合依法治国的精神。而目前《证券法》

正在修改之中，本人衷心希望《证券法》的修

改能够担起中国股市依法治市的重任，让依

法治国的精神能够在股市里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真正能够严惩违法犯罪行为，为中国股

市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本人坚信，只要反腐能够在中国股市里

深入下去，只要《证券法》的修改能够达到严

惩违法犯罪行为的效果，那么中国股市就会

成为一方净土，就会迎来一片晴朗的蓝天。

股市将会因此成为真正适合投资者投资的

场所。 皮海洲

经济悲观论一直没断

最近几年，对经济基本

面的悲观论点就一直没断

过，今天又看到某金融财团

风险管理部顾问的文章《世

界经济正处于大衰退的边

缘》，作者指出世界主要经

济体正不断进入通缩和货

币政策黔驴技穷的矛盾之

中，并警告这最终会把世界

经济推向危机，文章的逻辑

看上去很严谨，好像也击中

了正在发生的事实，但是结

论对不对呢？一定不会对

的，除了危机从来不能被预

测之外，这种解读的本身也

过于本本主义，死扣课本，

从一个概念推导出另一个

概念，至于套用的概念是否

和实际相符，那就不去细究

了，经济学本来就是一门模

糊学，离精确距离甚远，要

接近正确只能不断在实践

中寻找和发现尽可能多的

新元素，随着整体工商环境

与科技发展的变化，经济学

自身知识的陈旧率也越来

越快，所以要不断吸收新营

养，综合分析新老问题，才

是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