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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化解房地产库存，是当前从上到下
都十分关心的问题。去库存不仅关系到新型
城镇化建设的质量，更关系到经济的健康稳
定发展。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可通过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式解决房地产库存问
题。然而，有些地方将其单纯解释为鼓励农
民工买房、让农民工成为化解房地产库存的
主力军。如果这样简单片面地理解，有可能
对工作产生误导。

会议文件在谈到化解房地产库存时，确
实提到了农民工。靠农民工去房地产库存，
看起来也合情合理。因为一方面农民工常年
在城市打工，他们是最需要住房的人群之一；
另一方面，当前房地产库存压力较大的多是
三四线城市，而这些城市有的是农民工的主
要输出地，有的是农民工进入一二线城市的
跳板，这些地方的房子最可能被农民工购买。

不仅如此，有些地方还出台了鼓励农民

工买房的政策，而且取得一定效果；有些地
方建设了保障房，优先满足农民工的居住需
求，受到了社会好评。这些事例表明：鼓励
农民工买房、把库存房变保障房给农民工
住，确实对化解房地产库存有一定的作用，
相关的举措也值得肯定。然而，单纯依靠鼓
励农民工买房来化解当前的历史高库存，真
的靠谱吗？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 年全国外
出的农民工为1.68亿人，其中仅有1%选择在
务工地购房。即便以一名农民工买一套 100
平方米的住房计算，去年外来务工人员能为
全国消化的库存量也只有约 14%。也就是
说，购房的主力其实还是各地的户籍人口。
因此，如果没有强烈的刺激政策，按照目前的
情况想要让农民工成为去库存的主力军，似
乎并非一个科学合理的办法。

其实，会议文件的完整表述是：“要化

解房地产库存，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
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
革，扩大有效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这句
话的核心主语应该是“新市民”。也就是
说，中央已经明确去库存要靠农民工转化
而来的“新市民”，而不是农民工。不仅如
此，相关政策即未来的住房制度改革围绕
的核心，也是“新市民”而非农民工。此外，
中央强调的是“有效需求”，而不是简单地
租住或临时性居住。

明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今年年底
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中央在会上的表述是为
未来经济发展透露方向性的信号。中央首次
提出“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
革”并突出“有效需求”，其深意是下定决心要
通过有质量的城镇化来化解当前高企的房地
产库存。这种有质量的城镇化，就是农民工
市民化。而农民工市民化，体现的正是“共享

发展”的理念。要让为城市发展作出贡献的
农民工，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以新市民为
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就是要让他们在发
展中更有获得感。

片面地理解农民工与去库存的关系，不
仅是可笑的，对以后的工作更是有害。如果
相关部门、地方政府简单认为去库存靠农民
工，不先从推动农民工成为新市民方面下功
夫，坐等农民工来买房救市，无异于守株待
兔，误判了方向。这既会错失发展的机会，更
可能沦为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试想，如果不
在解决农民工的就业、医疗、养老、子女教育
等问题上花心思，不在农民工市民化方面做
改革，城市怎能留得下农民工，房子又怎能卖
出去？

发展不是一剂立竿见影的猛药，改革也
不是一蹴而就的转变。靠农民工化解库存，
如果没有共享发展做基础，怕会南辕北辙。

如何理解农民工与去库存的关系
□杨绍功

摘要┃中央已经明确，去库存要靠农民工转化而来的新市民，而不是农民工。如果不在解决农民工的就业、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问题上
花心思，不在农民工市民化方面做改革，城市怎能留得下农民工，房子又怎能卖出去？

美联储加息

@陈思进：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而言，可
能导致人民币进一步贬值，但所有其他货币
兑美元都会走弱，因此人民币汇率指数也未
必会跌。美国加息更多是对中国投资者心
理上的影响，实际能产生的影响非常弱。

@光远看经济：美联储加息，中国既不
能置身事外，也不会独善其身。尽管有很多
人乐观认为，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足
以应对资本流出等危机。事实上，对于国际
金融市场缺乏话语权的中国而言，即使拥有
足额的外汇储备，也很难确保面对退出的冲
击波可以独善其身。自 2013 年以来，无论
是“钱荒”、股灾，还是人民币贬值等事件，都
再清晰不过地说明，中国在应对重大国际金
融变局方面经验还极为稚嫩。

其他

@财经网：那些被北京赶出去的孩子去
哪儿上学了？随着北京提高了小学入学门
槛，数以万计的非京籍适龄儿童被挡在北京
的校门外，并形成了一条以三河、廊坊、香河、
衡水等河北市县为主的“环北京教育带”。
或不堪重负，或利用商机，这些城市都在承
担着为北京的人口调控政策买单的重担。

@财上海：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调控城市
规模，上海立即出台四条底线，为人口和用
地设立上限，今后的主要方向算是明确了。

第一条是人口控制在 2500 万，去年底
是 2426 万，按过去增长率，现在可能已经
2500 万左右了。劝返外地人口是没用的，
肯定是上措施。北京做法是，学籍赶人。制
定一个超高难度的标准，你娃没学籍，你舍
得让娃一个人回老家？哈，你也一起走吧！

第二条是规划用地只减不增。虽然在
技术上可以拐弯抹角，但总体思路已经明确
了，城市规模不增，房子不能再多建了，那么
房价会如何？你懂的，物以稀为贵。不是什
么人都可以来上海扎根了。短期来打打工
可以，想赖在这里买房，哼！

如果上海人口达到上限 2500 万了，赶
谁走？我预测，应该是外地劣质白领。菜场
大妈、洗剪吹、拎灰桶、擦幕墙，都是上海稀
缺资源人群啊！这种高技术高智商的工作，
上海人是做不来的。至于二本三本，随便在
周浦的居委会转一圈，一大把上海年轻人都
是拿着这样的文凭，完全供大于求！

@一不小心做了修心者（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教授李玫瑾）：林森浩案件，在诉讼阶
段，竟然让媒体两次采访。从事犯罪心理研
究 30 多年的我，竟然遭到个案调查研究请
求的拒绝，理由是“诉讼阶段”。我本不想就
此案再说任何话，但从专业角度我仍需关注
并研究。我相信：中国当今社会，需要一门
学科：犯罪心理学。

为了本案调研，我甚至主动提出可签保
密协议，在案件未判决前绝不议论。记者问
的问题不属于研究性问题，而是好奇性问
题。这种犯罪心理研究有特殊性，人死了，
如何去取得科研最重视的实证内容？研究
结论不属于我一人，而属于全社会。

@微言博议

据媒体报道，上海将试收“雾霾费”，其
依据是上海市发改委、上海市财政局、上海
市环保局共同制定的《上海市挥发性有机
物排污收费试点实施办法》，针对的是挥发
性有机物，试点行业包括石油化工、船舶制
造、汽车制造、包装印刷、家具制造、电子等
12 个大类行业中的 71 个中小类行业，基本
覆盖了该市工业挥发性有机物重点排放行
业。

总的看来，上海试征“雾霾费”是建立在
两个“弄清楚”的基础上的，一是弄清楚了该
市雾霾问题产生的前提是挥发性有机物；二
是厘清了产生挥发性有机物的产业和企
业。并在此基础上，以分步骤收费的方式，

给出了企业环保升级的空间，算是对“污染
者买单”原则的一次有益尝试。

企业造成的公害不但不应该通过支出
公共财政、耗费公共资源来解决，相反，肇事
企业还应该赔付社会损失，这是现代环境伦
理学的共识。

“谁污染谁买单”制度并不需要苦心孤
诣的原创性设计，国际上已有先例可循。譬
如，德国早就建立“污染者买单”的法律框
架，生产废物一律不能直接丢弃，必须由专
门照牌的公司回收处理，企业要按量支付高
额的处理费用。这既刺激各种与工业污染
有关的环境技术的蓬勃发展，又倒逼企业不
断吸纳环保技术、持续优化产业结构，还使

得社会投资自动趋向高新环保产业。
中国亟待这些成熟的理念在操作性层

面落地，但也要防止“污染者买单”的原则被
滥用，比如“以油价促环保”。生态治理已经
取得了政府和社会间最大的共识，但这不意
味着可以将环保变成一个筐，用来掩盖政策
的随意性，更不意味着可以利用环保的正当
性，来为一些企业、部门、群体的利益进行辩
护。

上海“雾霾费”的征收，操作“污染者买
单”理念是有多项要求的。重霾之下，政府
与社会的共识相当珍贵，必须以珍惜的态
度，正向地利用这种共识。若借这个共识夹
带私货，只能糟蹋官民之间脆弱的信任感。

对企业收“雾霾费”比“以油价促环保”靠谱
□光明

摘要┃“谁污染谁买单”，既刺激各种与工业污染有关的环境技术蓬勃发展，又倒逼企业不断吸
纳环保技术、持续优化产业结构，还使得社会投资自动趋向高新环保产业。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政府日前在当地
报纸刊登声明，称当地法院一宗涉及案件执
行的土地及其建筑物拍卖行为“罔顾事实，
罔顾该镇异议”，并称法院若一意孤行，由此
产生不能过户或不能转让等风险，全部由受
让人承担。

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就意味着具有强制
执行性，即便诉讼中的当事人有异议，也应
当通过上诉等法律途径来表达诉求。在全
面依法治国的今天，这是一条起码的法治常
识，而寮步镇政府的行为，无疑与法治精神
格格不入。

公权不能任性而为。毫无疑问，各级党
政机关应该做守法、敬法、畏法的示范。然
而，从寮步镇政府这则声明中，人们看到的
却是一副“镇霸”的姿态，与全面依法治国的
要求背道而驰，也反映出少数地方党政机关
干部法治观念的缺失。

归根结底，霸气背后还是“权力任性”。少
数地方政府和干部习惯了对法律“指手画脚”，
一旦被拒绝就认为法院“不听招呼”。正是在这
种错误认知下，才会闹出上面的荒诞戏码。

细细探究，当地镇政府为何跳出来对法
院判决说三道四？原来被执行人是镇属企
业。无独有偶，这种地方党政机关跳出来

“护短”干预司法的行为，在一些地方时有发
生，加剧法院判决“执行难”。

近年来，最高法出台多项规定，以破解
执行难题。法治之要义在于执行。不让权
力越界干预法院判决的执行，才能树立全社
会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形成崇尚法律、遵守
法律、维护法律的良好风尚。

“任性的权力”
需要“法治扫盲”

□新华

■短评

2015 年的医保改革被专家称为是
“政策叠加效应放大、保障水平提升”之
年。渐进性的医保改革令百姓获得感明
显增强。

因病返贫曾是不少家庭遭遇的悲

剧。为解决基本医疗保障体系面对重大
疾病治疗时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的问题，
2015年，全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实现了
全覆盖，平均报销比例上升10至 15个百
分点。 新华社发

“兜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