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后
窗
评
论

201 6. 02 . 29

星
期
一|

责
任
编
辑
盛
赟|

版
式
设
计
盛
赟|

校
对
孙
宗
尧|

互
动
邮
箱h zc hba o@

16 3 .c om

1212

马光远 经济学者

北京南五环之外出现新“地王”，
楼面价达4.7万/平米；上海二手房日
涨70万……春节刚过完，关于一线
城市房价加速疯涨的消息充斥着各
种媒体的热门版面。26日，央行行
长周小川说“住房贷款应该有大力
发展的空间”，为楼市添了一把柴。
就连此前一些去库存有问题的城市
也烧了起来，朋友圈到处是排队购
房的场面，一些中介甚至惊呼电话
被打爆，24小时不关机！

一线城市这种火爆行情是媒体的
热炒，还是当下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
的真实情况？一线城市的火爆能否像
过去一样把热量向二三线城市传递？
这种上涨是昙花一现，还是意味着中
国房地产市场逆袭的成功？中国房地
产市场的天会因此而改变吗？

在2016年中国经济的大背景下，
一线城市今天房地产的表现很正常。
为什么这么说？一是政策支撑，去库
存政策尽管很多都不是冲着一线去
的，但配给三四线城市的药，最终一定
会进入一线城市的嘴里；二是供求关
系，一线城市目前仍然是需大于供，去
库存的压力并不大；三是未来的预期，
未来人口的流入仍然是不可逆转的趋
势。这三大因素决定了，如果没有大
的经济动荡，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趋
势不会轻易改变。

但同时，房地产的基本面仍然是
房价高企，库存高企，这也意味着，不
管政策力度有多大，一些三四线城市
的库存是不可能消化完毕的，价格也
是不可能大涨的。事实上，在中国房
地产的基本面已经告别短缺、中国城
镇化的硬件建设已接近尾声、中国人
口接近峰值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地方
房价的疯涨都难以自圆其说。

未来中国房价的希望在20%的城
市，80%的城市因为巨大的库存，已经
告别了房地产盛宴，这个格局，在今年
不会改变。今年中国房地产的主题仍
然是“去库存”，而不是“涨价”。

政策最担心的三四线如果没有强
有力的“政策创新”，仍然将会是“狗不
理”行情。如果开发商认识不到库存
的威力，幻想涨价，那肯定只有死路一
条。当然，对于身居二线“热点城市”
和“大城市”的人而言，今年的政策背
景下，包括南京、苏州、合肥、厦门、杭
州等在内的二线城市一定也会有所表
现。面对货币放水和全球性的资产
荒，也许，只有人人都在痛骂的中国房
子依然可以作为可靠的确保财富安全
的工具。既然如此，那就加入“一边痛
骂高房价，一边出手买房”的变态队伍
吧。

李庚南 专栏作家

如同以往任何一次证监会换帅，
市场对新任掌门人刘士余主席无疑
会寄予太多期许。段子手们更是展
开了丰富的遐想：牛市雨来啦！

“牛市雨”真的会出现么？刚刚
过去的一周让股民们是不是有“乍
暖还寒”的感慨？其实，短暂的上涨
与下跌并不能代表什么。股民们其
实也没那么幼稚、那么脆弱，会真的
将股市的牛熊兴衰系于某一个人一
身。呼吁“换帅”也好，欢迎新帅也
罢，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对市
场弊端与乱象的无奈，对健康“牛
市”的期盼。

市场真正关心的是，新任掌门
“三把火”将从哪里烧起？但无论新
任掌门人重整市场的决心有多大，
抱负有多宏远，都应看清脚下的土
地，都应倾听市场的呼声，都应正视
A股市场是典型的散户市场这样一
个事实。

毋庸置疑，由散户为主向机构投
资者为主转换，是市场的共识，其中
注册制或为主要推手，也是市场不
断成熟发展的方向；但这将是一个
缓慢的过程，散户市场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仍将顽固地存在。

何以如此，是国人好赌么？其
实，追求自身财产的保值增值是人
之本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无
风险收益率不断下行趋势下，老百
姓保值增值的欲望愈加强烈。尽管
股市回馈老百姓的往往是伤痕累
累、血本无归，更毋庸说比无风险收
益率更高的收益了；但恰恰是因为
无风险收益率在百姓的眼中已“轻
如鸿毛”，纵观银行理财、基金、P2P
网贷乃至楼市等投资渠道，股市依
旧是充满希望的地方。股市以其门
槛相对较低、参与相对便捷的投资
方式，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仍将是
市民投资理财的主要渠道。

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不大喜欢
愿意将钱交给机构投资者去打理？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诚信度
低、缺乏互信。投资人宁愿自己炒、
自己亏，也不愿将钱委托给缺乏透
明性、规范性的机构去操作，免得亏
得不明不白，而无处申诉——买者
自负，是监管者对投资人的反复告
诫。可以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
进程将决定散户市场的存续。

毫无疑问，散户都希望刘士余主
席带来一场酣畅的“牛市雨”，一个
健康的牛市。但这仅是良好的愿
望。从理性出发，散户真正希望的
是，刘主席带给散户一个规范、公
平、稳健的市场。

李多钰 作家

今年奥斯卡的提名电影，有人说
是奥斯卡的“灾年”，说实话，有趣的
电影确实不多。所谓热门，也并非
气质出众的那种，不过有些话题点
而已。最不喜的是，每看一部，都要
接受一番教育，每一部热门电影几
乎都努着劲儿想讲一个大道理。
《荒野猎人》《间谍之桥》《斯蒂夫·乔
布斯》《大空头》《疯狂的麦克斯4：狂
暴之路》莫不如是。

除了喜欢讲道理，上述奥斯卡热
门最佳影片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都是男性绝对主导的戏。女人在这
些电影里的存在基本就是为了给男
人们做个陪衬。

与此相对应的，是五部获最佳女
主角提名的影片。学院6000多名委
员，到底是怎么齐刷刷从五部全部
从女性视角讲女性困境的电影中，
挑出五位女性主义化身的？

这让这一届奥斯卡貌似给足了
女性面子，非常女性主义。但细思
之下，却又叽叽歪歪到了极点。这
些女性的命题除了《房间》外，几乎
都带着浓浓的无病呻吟的气息。

《布鲁克林》，50年代的爱尔兰开
挂“纽漂”女孩，最终受不了故乡人的
狭隘，选择回到布鲁克林……如果这
也算人生困境，只能说是爱尔兰版

“北上广”。《45周年》，这种故事不管
包装得怎么女性、怎么悲怆，还是像
精心铺排的《知音》。《卡罗尔》，很感
人的电影，但是这样的故事在当下早
已远离禁忌，因而也就缺少了震撼人
心的力量。《奋斗的乔伊》，唯一一个
有点精气神的女性电影。但是，片子
水平实在有凑数之嫌。

五个女主角，出自五个完全女性
视角的电影，让这届奥斯卡的女主
提名仿佛经过了一场性别剥离的手
术：女主们困守在个体的城堡里，她
们被绑架，她们被欺骗，她们的小乡
愁，她们不被理解的爱与努力，犹如
一个个女性脆弱的标本，接受猎奇
者的观瞻。

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热门最佳影
片提名，全部男性视角，几乎都是伟光
正的化身，要解决人类发展、人类进
步、人类和解、人类危机的大问题。

第88届奥斯卡真是上演了一台
“女性主义”的障眼法大戏。学院无
意间通过性别筛选，实施了一场精
巧的性别剥离手术，让男性和女性
从一个银幕上分离。这样一来，看
起来女性主义电影的数量多了，实
际上女性完全被主流热门电影隔
离。女性的生活困境没有什么大的
改观，女性并未真正获得文化尊重，
也从未获得真正的权利。（本版文字均有删节）

散户最想对刘士余说点啥 本届奥斯卡提名
一场性别隔离的障眼大戏

中国房地产的最后一顿晚餐？

侯虹斌 时评作者

中青在线的一则新闻《农村彩礼
按女孩学历标价：中专10万，本科
15万》引起了许多官媒蓝V的转发，
也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调查报道
中举了几个例子。比如，甘肃省庆
阳市庆城县佛殿湾村是当地出了名
的穷山村，张湖因儿子的婚姻一夜
返贫，还欠下了15万元的外债。“太
穷了，姑娘都不愿嫁过来，越穷的地
方，彩礼涨得越高。”当地的村里，有
男娃的家庭对飞涨的彩礼已经习以
为常，谁家娶了媳妇，都会问一句，

“多少钱买的？”
而在河南吕楼村的“婚姻市场”

来得更简单直接，如果按女方的学
历来定价的话，通常的价格是：本科
15 万元、大专 12 万元、中专 10 万
元。理由是，家里为供女儿上学借
了那么多债，结婚时必须得到补偿。

从许多报道中，可以归纳出一些
共性：在许多农村，彩礼越来越高；
姑娘回乡下相亲甚至可以百里挑
一、媒婆很赚钱；兄弟多的家族被普
遍嫌弃；贫困乡村出现越来越多的
跨国新娘……

为什么现在的适龄男性会比女
性的数量高这么多？主要是因为重
男轻女。这种畸形的“男尊女卑”，怎
么可能成为保证女性平等的方式？

彩礼高，但彩礼的归属是谁？新
闻中提到，有兄弟的女孩，收了彩礼
是要给兄弟们娶媳妇用的；而学历
高的姑娘，她们的彩礼是爸妈要收
回给她们上学的投资。显而易见，
这一类女孩就是被父母当商品出来
卖的，只不过有的用学历打扮了一
下，卖相好、卖价高而已。商品哪有
人格可言？

还有，农村姑娘少的一个原因，
是女孩子们都去城里打工了，不愿
意回到贫困的乡村。越穷的乡下，
彩礼涨价越快，而且他们给了彩礼
之后常常一贫如洗，甚至欠下高额
债务。女孩的后半生，就嫁过去过
着贫困的生活。她们是被父母典当
到这种命运当中的。

文明社会里，结婚并不是必须
的。男女互相吸引，能吸引到合适
配偶的人才需要结婚；始终找不到
合适对象的人就单着，这也挺好
的。城市里的剩女，已经越来越多
能接受这种人生的设定，并且为自
己的选择付出努力；那么剩男们，为
什么不能接受“没有合适的就不结
婚了”这种命运呢？其实这种观念
值得拥有。

彩礼越高，女性地位就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