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分“中国好考生”
破格录取？需慎重

世相杂谈

“盘活存量货币”更需要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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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已

高达104.21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一；存款

准备金率处于高位，大量资金被央行锁

定，因此整个金融体系并不缺钱，目前银

行间市场的所谓“钱荒”只是一种结构性

短缺。（6月24日《人民日报》）

针对这种现象，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三

提“盘活存量货币”，可谓一针见血。对

此，时下许多媒体以及专家学者往往解读

为银行间市场闹“钱荒”，显然，这是不够

科学的，也不够全面。其实，市场上闹钱

荒由来已久，它的发生更有深层次方面原

因。因而，贯彻李克强三提“盘活存量货

币”指示，不能局限于银行间，应该继续深

入到民间资本层面，社会经济各个层面。

银行间投资不当多闹“钱荒”，民间

资本更是如此。从市场销售权限来看，

各种省级总代理、市级总代理、县级总代

理，甚至乡镇总代理的市场押金数目庞

大，急需盘活这种存量货币。如果这些

总代理的资本押金大大降低下来，就可

以大大缓解民间资本市场出现的这种

“钱荒”。在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下，政府

部门以及金融机构应该充分发挥政策杠

杆作用，加以积极引导，积极推进“盘活

存量货币”活动持续深入下去。从流通

环 节 来 看 ，目 前 市 场 上 垄 断 得 很 厉

害。一般包厢没有进场费，就别想进。

市场层层剥削，不仅使可得利润大大降

低，而且使终端市场积压了数目相当可

观的存量货币。这种存量货币为何不能

积极盘活呢？从市场融资运用方面来

看，许多地方、许多企业搞了不少盲目投

资项目，其必然存在高负债、高风险投资

现象，这种不切实际、不顾市场饱和、不

规范的同业竞争，最终造成大量资本闲

置，发生产能过剩。在金融行业更是如

此，比如黄金白银贵重金属投资存在代

理费过高、手续费过高现象，中央有关部

门为何不加以严厉监管，积极降低这些

费用呢？激活民间资本市场，不单单是

要中央与地方简政放权，还需要积极盘

活项目存量资本。

“盘活存量货币”必须深入下去，扩

展到经济社会各个层面。只有把微观经

济的存量货币盘活了，才能真正做到优

化金融资源配置；也只有发生质变，才能

真正实现盘活存量货币这个目标，全面

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

（作者系经济学者，著有《三级变位

与国际通货学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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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山西评选十大文化符号，太原市长

耿彦波暂居第一。截至 6 月 23 日下午 5

时整，耿彦波的票数达到了 1540236 票。

排在第二位的则是由太原市晋祠博物馆

报送的晋祠，票数已经达到 468116 票。

此外，还有山西大院、晋商、黄河、关公、

老陈醋等。（6月24日《三晋都市报》）

文化符号是历史积淀下来的，代表

或反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方地域文

化特色的东西。晋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

中居于重要位置，可圈可点之处多多，用

一个当代的市长当成晋文化的符号且力

压晋祠、山西大院、晋商、黄河、关公、老

陈醋等晋文化的代表，让先人和今人贻

笑大方，很不严肃。

也许耿彦波政绩卓越，将来真的会成

为中国历史上晋文化的符号。然而，受当

代百姓爱戴的官员，并不等于文化符号，

二者不是画等号的关系。即使耿彦波真

的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晋文化的符号，也只

能由后人来评判，由历史来作结论。

文化符号评选是一件严肃的事，标

准及评选出来的结果应当经得起历史检

验与推敲，我们应当有历史敬畏感。如

果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或吸引眼球而沦

为闹剧，是对文化符号的亵渎，对耿彦波

也不尊重。如果这种评选打着民意的旗

号，则是对权力的献媚、对民众智商的侮

辱，实在看不出搞这种评选有什么意义，

还是别搞了。

被网民称为“中国好考生”的黄子恒，在

22日查到的高考成绩仅为290分。这分数距

四川省高考三本线还差187分。宜宾市第一

中学党委主任叶欣介绍，黄子恒曾想报考师

范院校，学校为此向全国十多所师范学校发

了推荐信，“目前还没有回音。”（6月24日

《新京报》）

从考试结果来看，“好考生”虽然赢了“人

生的考场”，却未能赢了高考考场，而且，分数

相差甚远，这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有

道是一滴水折射太阳的光辉。黄子恒在人生

最紧要的关头把别的考生的安危放在第一

位，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放在第二位，这种舍

己为人的精神如同金子一般，非常难能可贵，

所以，他被誉为“好考生”，是实至名归。但仅

仅做一次好事就被破格录取上大学，教育的

公平性显然会因此受到严重的质疑。

笔者认为，给予“好考生”一些应有的荣誉

奖赏和精神鼓励，是不可少的。比如，奖励其

“见义勇为”，或者免费为其提供一学年的复读

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共青团四川省委已经授

予其“优秀共青团员”称号，这已经是一种较高

规格的精神奖励了，再以低分破格录取其上大

学，会不会引发“奖励过头”的争议呢？因此，

大学如果要录取“好考生”，需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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