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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修復藍籌估值
李稻葵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20周年暨BiM-

BA15周年慶典系列活動間隙對記者說，內地股市估值
較低，且目前與香港股市估值倒掛，A股已比H股低了
很多。而香港的投資者中很多是國際投資者，他們可能

比內地的投資者視野更寬闊，懂
得A股存在很多價值低窪地。

「所以我估計資金流動更
多是從外面進來。」
根據滬港通的政策，試點
範圍主要包括中大盤股票及
A+H股，其標的覆蓋了兩地
九成以上市值。據記者統計，
目前滬港兩地同時上市的銀行
共有9家，分別為「工、農、
中、建、交」五大國有控股銀
行，及招商、中信、民生、光

大四家股份制銀行，其

估值差異既有溢價又有折價。政策出台後的首個交易日，
同樣在兩地上市的9家銀行股走勢卻有不同，A股股價全
部上漲，H股股價則出現分化。
李稻葵又指出，滬港通可以說是為內地資本市場全面

開放預做準備，不過他更願意將其視為資本項目開放邁
出重要一步。滬港通採取的一種「對沖基金式」的放
鬆，是非常重要的創新。美歐地區的對沖基金投資者必
須達到某個標準，個人資產達到一定規模方可投對沖基
金。這一輪政策的開放也是有要求的，不是所有人都可
以去，必須是具有一定資產規模、有一定投資經驗的投
資者。

倡合理違約減地方壓力
而針對中國經濟面臨的風險，李稻葵認為，目前最大隱

患是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地方政府大部分通過出賣土地
獲得經濟增長，如果土地價格下降就會產生一系列負面效
益。當經濟放緩時，土地出賣的數量和水平就會下降。而
在這之後，政府直接、間接的貸款會成為不良資產。很多
項目和債務之所以成為不良資產，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地方政府行為。
李稻葵認為，如果經濟可保持理想化的穩定增長，政

策制定者就應開始制定步驟，處理一些本地政府的違約
問題，以及一系列金融產品問題，比如信託或者基金方
面的問題。「違約並不是健康的，也不是可持續發展的
方法，但目前是唯一可解決處理應對金融領域問題的方
法。」
李稻葵表示，應減少本地政府以及金融機構方面的壓

力，實行合理的違約。只要GDP增速不是太慢，地方
性和本地政府違約並不會造成系統性的風險。他同時建
議政府允許金融機構發行一些特殊債券，「兩千億就足
夠，和我們總體的二百萬億總量來說不值得一提，主要
是通過拯救一部分負債者來控制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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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何凡）社會領域諸多改革提速，中國的
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也面臨結構上的調
整。全國政協委員、人力資源和社會保
障部副部長胡曉義在最新一期中共中央
機關刊《求是》雜誌撰文稱，要加強養
老保險頂層設計，妥善處理不同群體之
間的利益關係，綜合推進多層次養老保
障體系建設。他在今年兩會期間曾向記
者指出，要推進機關事業單位的保險制
度改革，逐步解決「雙軌」運行矛盾。

養老保險沒有「最優模式」
胡曉義指出，國際經驗表明，養老保
險沒有所謂「最優模式」，各國都是依
據國情做出制度安排。基本制度穩定是
實現持續發展的前提，輕率地「翻燒
餅」式的「改革」，代價沉重，教訓深
刻。「保持穩定才能持續發展，不折騰
才能長久持續，如果總是換路數、改模
式，把時間耽誤了，把思想搞亂了，反
覆地交學費，就談不上制度的持續發
展。」
他表示，國家統賬結合的基本養老保
險制度，是立足基本國情、借鑒國際經
驗做出的正確選擇，已有多年運行的實
踐經驗，得到社會認可。要在深化改革

中實現基本制度的定型，並在此基礎上
不斷完善，而不能在基本制度模式上推
倒重來。至去年底，國家基本養老保險
已覆蓋8.2億人，是世界上最大的養老
保障計劃。

爭取2020年養老保險覆蓋95%。
談到當前中國養老保險改革發展任

務，胡曉義稱，養老保險制度建設要堅
持「全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
續」的方針，以增強公平性、適應流動
性、保證可持續性為重點。目前內地參
保人數對比「使全體人民老有所養」的
目標還有不小差距。要實施「全民參保
登記計劃」，爭取到2020年城鄉基本養
老保險參保人數超過10億人，覆蓋率達
95%。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改革

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對此，
胡曉義表示，要按照中央統一部署，推
進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着
力解決與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並行的
「雙規制」、待遇差等矛盾。「並非簡
單把機關事業單位退休制度併入企業養
老保險制度，而是朝着一個共同的方向
改革和推進，最終取消雙軌制。」
胡曉義認為，人口老齡化高峰期的到

來，是未來幾十年我國養老保險制度面
臨的最嚴峻挑戰，須深謀遠慮，未雨綢
繆。要進一步拓寬養老保險籌資渠道，
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大政府對社會保
障的投入，落實用人單位和個人依法參
保繳費的責任。劃轉部分國有資產充實
並做大做強社會保障戰略儲備基金。確
保安全基礎上，推動養老保險結餘基金
市場化、多元化投資運營，實現保值增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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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何
凡）日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新
一屆國家能源委員會首次會議，研究討論
能源發展中的相關戰略問題和重大項目。
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家能源委員會專
家諮詢委員會主任張國寶向記者表示，開
發內陸核電仍存爭議的情況下，最好避開
爭議，先易後難，把爭議小的沿海核電站
先做起來。

東部沿海核電適時啟動
三年前，由於受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的

影響，中國在發展核電上作出政策性調
整。2011年，國務院決定在核安全規劃批
准前，暫停審批核電項目，包括在做前期
工作的項目。而新一屆國家能源委首次會
議透出訊息，國家將開工一批重大能源項
目，以調整能源結構，並為經濟增長提供
支撐。新的核電重點項目建設亦有望在採
用國際最高安全標準、確保安全的前提
下，於東部沿海地區適時啟動。
曾擔任國家能源局局長的張國寶指出，

儘管出現日本福島這樣令人痛心的事故，
但核電是可以做到零排放。該事故後，有
些國家提出棄核打算，而中國應繼續大力

發展可再生資源，適度發展核能。核能比
重較高的國家，空氣質量更容易控制，比
如法國人均用電負荷比中國高，但污染很
少，因為核電佔法國總發電量的74%以
上。

建議增加核電比重
張國寶建議增加核電在整個能源供應當

中的比重。「經過多年的發展，迄今為止
中國只有17座核反應堆在運轉，發電量不
到1000億度，約佔全部發電量的2％，還
不如風電。中國總發電量排名世界第六，
但核電則排到第三十位，居於末位。韓國
就有23個核反應堆，而韓國人口和面積僅
相當於我國一個省。」
他認為，現代技術條件下，核電吸取以

往的一些事故教訓，可以做到安全利用。
「內陸是江河上游地區，很多人擔心萬一
發生事故，影響會較大。在開發內陸核電
仍存在爭議的情況下，最好避開爭議，先
易後難，把爭議小的沿海核電站先做起
來。」

善用新能源緩解霧霾
張國寶指出，汽車尾氣和燃煤都是造成

霧霾的重要因素，宜加快產業結構、發展
方式和能源結構的調整速度。善加利用風
電、核電、水電、煤炭清潔利用等多種能
源形式，能化解日益嚴重的霧霾困局。其
中，風電等新能源對緩解霧霾的作用不容
忽視。
他表示，適當降價有助於風電大規模推

廣，但應先想辦法解決棄風問題。「為什
麼煤電仍然有市場，因為電價有競爭力，
如果風電比煤電還便宜，大家還有什麼理
由不去買風電呢？今年發改委工作任務
中，確實提到要適時調整風電上網價格。
如今風電棄風比例在10%—20%，東北西
北地區情況更加嚴重。如果下調電價，但
可以保證全額收購，投資商就不會太擔
心。因為雖然單位電價下降，但發電量上
升了，對利潤影響不會太大。」

■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家能源委員會
專家諮詢委員會主任張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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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 何凡、實習記者 馬玉潔）被視為金

融改革試驗田的「滬港通」政策於博鰲

論壇期間問世後，旋即引發兩地市場歡

騰。對此，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

管學院教授李稻葵接受本報獨家訪問時

表示，「滬港通」堪稱人民幣資本項目

開放的重要一步，政策落地後將拓寬投

資者投資渠道，築起聯通香港與內地資

本市場的新橋樑。而內地A股估值低於

香港H股，可能吸引香港乃至大量國際

投資者入市。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王曉雪、實習記者聶晨靜）北京市
政協委員、中坤投資集團董事長黃怒波
在出席首屆環球大使圓桌論壇時說，以
當下的眼光探討遺產保護的問題，最重

要的當是探討如何利用。如果這個問題
解決得好，可能在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
上將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由《環球時報》社主辦的首屆環球大

使圓桌論壇18日在北京鳥巢舉行。來
自20餘國的外交官及百餘位國內外文
化界知名學者和藝術家在此交流各國文
化遺產保護經驗，探討「世界文化遺產
如何在新時代優雅重生」。
黃怒波透露，去年中坤集團與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簽訂了戰略合作夥伴協
議。協議簽訂後，他走訪了很多國
家，如哥倫比亞、阿根廷、法國、德
國等，觀察這些國家所有的文化遺產
以及對文化遺產的態度。他以自己親
歷的國內外相關經驗為例指出，通過
對文化遺產進行合理開發利用，來獲
得相應的資金，同時激發起遺產所在

地原住民的自發保護心理，可以對文
化遺產實現更好的保護。

欲赴非洲試點遺產保護
素有「儒商」之稱的黃怒波多年來一

直積極探索完善在文化遺產的開發利用
中實現保護的發展模式，已經與中國政
府相關部門合作進行了一些傳統文化和
傳統建築利用保護的項目，並正在積極
探索非洲文化遺產利用保護的現實途
徑。
「今年我又去法國跟聯合國的遺產辦

簽訂了備忘錄。非洲現在的很多遺產不
僅沒有資金保護也不知道怎麼利用。我
想以我們自己的經驗到非洲選一個點，
幫他們把遺產保護起來，吸引遊客，再
用賺的錢保護遺產，以此做一個示
範。」黃怒波表示。

黃怒波：讓文化遺產「優雅重生」

胡曉義：
加強養老保險頂層設計

■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坤集團董事長黃
怒波（右一）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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