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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影响来看，2015 年我国最重要的公共政策是什么 

很多人写了二胎政策。这个我想不必多说，在学术界甚至媒体界，都已经有了非常非常广泛的

讨论。其实在人口方面，北京的户籍新规、上海的 2500 万限制等政策，在未来的几年也会切实

影响到大城市的居民。 

 

然而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的，是在金融领域，中国也正在大力推行改革。然而由于推出政策的

窗口比较巧妙，多数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改革。然而，当经济周期上行之时，这些政策可能

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 

 

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也许就是「注册制」改革了，这项政策还没有施行，不过影响是极其深

远的。注册制的施行，强化了股市的融资作用，对实体经济形成了切实的支撑；在二级市场，

股价将会更加回归业绩支撑，股市炒作的空间越来越小。这些都是可以想象到的影响。对经济

整体而言，「注册制」会极大的降低实体经济中的「资源错配」。另外，注册制的推出对传统

投行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政策是大家可能已经淡忘的，比如在「霜降」这一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

央行的「双降」，但是关注到央行取消「存款利率上限」的人可能并不多。 

 

实际上，在可以预见的短期之内，由于中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已经使得市场利率在一个很低的水

平上，存款利率的自然水平本身就不高，这项政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然而，这

不仅对于银行业，而且对未来中国的实体经济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此前的 2013 年，人民银行已经取消了「贷款利率下限」，这两项政策的出台，基本奠定了未

来利率市场化的格局。而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之前由央行维持的存贷款利率差理论上消失了，

之前由政府维持的利润空间随之消失。未来当经济形势上行，中央银行不得不回收货币以控制

通胀，利率随之提高的时期，银行的负债管理将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一方面需要面对互联网

金融的许多创新产品（比如余额宝、懒投资的「零钱计划」等）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存款

利率上限的取消，银行同业的竞争也将非常激烈，到时候，可以预见的是，存款利率会更加「市

场化」，利率水平将至少逼近余额宝的利率水平。对于传统银行来说，负债端的成本提高将挤

压银行的利润空间，那么银行的对策是什么？可能不同的银行必须在中间业务、资产业务方面

想更多的办法，才能维持银行的利润。此前银行由于存贷款利率差的保护，银行的资产质量可

以一部分由较低的负债成本来弥补。然而当这个利率差消失的时候，银行可能不得不更加重视

其资产质量的问题。给定银行借贷仍然是目前中国最主要的融资方式，这项改革必然会对信贷

市场乃至整个实体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当然，这些影响在短期之内是看不到的，短期之内仍

然会是低利率与银行惜贷并存的局面。 

 

另外一件大事就是资本账户可兑换的改革了。此前已经推出了上海自贸区内的资本账户可兑换

的试点，以及之前的 QDII2 的试点，中央推行资本自由流动的大方向应该是非常显然的。特别

是 SDR 的加入，可能也推动了这一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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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确权、允许抵押贷款、土地流转归结为“农村土地政策”才是影响百年的重要政策啊 中国将试点农村承包土地经营

权等抵押贷款 

首先，农村问题是以后中央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近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飞速前进，2014 年已经接近 55%

国家统计局：2014 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54.77%_中国经济网――国家经济门户，再过几年估计会到 70%左右，

这个速度肯定会逐渐慢下来，城市扩张的动力减弱，城市管理优化的需求增加，至此城市基本步入小康社会，

剩下的是完善的问题，比如这两年到处内涝淹死人、学生上学难等，这种事会成为城市规划、管理面临的主

要问题。但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无视数量依然庞大的农民群体，即使城市化率达到 70%，依然有

30%将近 4.5 亿农村人口，一般来说到最后的都是”钉子户“——就是缺乏”退出“机制的农民。 

其次，为农民提供退出机制。对于现在中国来说，农村农民农业这“三农“问题依然没有根本解决，随着城市

的发展，城乡二元化只会越来越严重，主要原因在于农民没有退出机制，比如说现在城市房地产为了”去库存

“而鼓励农民进城买房，想法是好的，可是农民伯伯哪里来的钱呢？种地卖粮是不可能的了、进城务工的收入

即使不拖欠除去生活费、医疗、学费、养老又还剩多少能买得起房呢？路边摆摊？做生意？这些都有一部分

人能做到，但不是大部分的农民能完成的”原始积累“，如果说还有什么是大部分农民能转化为货币进而为城

市”去库存“的，除了卖血就是卖地了（说卖淫的你出来，看我不打死你） 

再次，退出的时间。那么为什么是现在呢？为什么不是 10 年前或者 10 年后呢？早些年，我看到报纸上一些

征地导致的流血事件或群体事件，曾想为何不直接让农民自己卖地呢？市场经济嘛，现在看当初还是图样了，

一是 98 年一波金融风暴之后当初的房价还远没有如今高企甚至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崩盘的现象如海南，当房地

产逐渐升温之后，如果任由大量农村土地进入市场，市场可能会再次崩盘（当然这只是猜测，未论证），再说

当时从产权上来说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农民是无权个人买卖或抵押的；二是 10 年之后的话就是 2025 了，

十八大的要求是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哦并且”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 2020年比 2000 年翻两番“，除了

卖地，我想不到有什么办法能让如此数量的农村人口收入翻番；而现在，众人口诛笔伐的 08 年”四万亿“下的

房地产建设产生了大量的库存，刚好需要农民来消化这些库存。 

再再次，农民如何退出？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

见》“四、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在落实农村土地集

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总

结基本路径是：确权——颁证——允许抵押——允许流转——退出。 

 

 

简单说为什么这个政策这么重要，周克成说有三个好处：一是盘活农村巨量财富，促进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市场；二是提高农

业集中度，增强农业集约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三是帮助大批农民脱贫，缩小城乡差距，甚至消灭城乡差距。我就说一句，土

改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金融体制改革，利率市场化加速。 

具体政策太多了，比如：取消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存款保险制度，大额可转让存单试点，存贷

比监管指标取消，基础利率 LPR 推出，混业监管呼之欲出。 

利率市场化加速对银行业乃至整体金融市场和经济环境都会有深远影响。 

一是利差收窄打破旧的银行业运行模式，传统存贷款业务面临巨大挑战。定价能力差的银行将

逐步被淘汰，经济下行背景下优质信贷资产日益稀缺，如果仍寄希望于通过高定价贷款方式粗

放发展，风险管理能力差的银行坏账比例将会逐渐上升。资产负债管理难度上升，可以想象的

是未来银行业将会面临大变局，大分化。 

http://link.zhihu.com/?target=http%3A//news.xinhuanet.com/legal/2015-12/27/c_128571595.htm
http://link.zhihu.com/?target=http%3A//news.xinhuanet.com/legal/2015-12/27/c_128571595.htm
http://link.zhihu.com/?target=http%3A//www.ce.cn/xwzx/gnsz/gdxw/201501/20/t20150120_4386891.shtml
http://link.zhihu.com/?target=http%3A//baike.baidu.com/view/640019.htm
http://link.zhihu.com/?target=http%3A//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1/19/c_119033371_5.htm
http://link.zhihu.com/?target=http%3A//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1/19/c_119033371_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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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发挥利率的资金配置作用。利率也就是资金的价格，是最能保证资金

有效配置到应该去的经济部门。利率非市场化导致信贷资源扭曲，资金短缺时不能有效反应资

金的真实成本，被无效配置到低收益行业。放开民营银行，存款保险兜底，银行业有进有退，

会提高整体银行业效率，提高信贷资金配置效率。不远的将来，或许各种专业银行将诞生，银

行倒闭也许会发生。 

 

大概有三条： 

 一带一路； 

 全民创业，万众创新； 

 开放二胎； 

 

简单讲讲这三条： 

 

一带一路： 

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一路指的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背景： 

 中国工业产能过剩，需要海外市场消化； 

 中国天然气等资源不足，需要海外市场补充； 

 中国基础设施分布过于集中，需要拓展； 

影响： 

 画大饼，刺激相关 行业发展； 
 画大饼，刺激相关地区发展； 

 画大饼，资本输出，布局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全民创业，万众创新： 

字面意思，大家创业走起 

背景： 

 工业发展走低，楼市走低，资本热钱从传统行业流入互联网股权投资。 

 传统行业效率相对低下，待业人口比率增长，制约经济发展，需要互联网破局。 

 贫富差距拉大，需要通过股权投资，进行新一轮财富再分配。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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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释放资本压力，减少资本外逃； 
 大批创新项目受到重视，但不乏鱼目混珠之辈； 

 将诞生一批新贵，但 也会有大批创业者死在沙滩上； 

 

 

开放二孩 

 

背景： 

 人口红利没了！ 

影响： 

 做幼儿的、做教育的 很开心 

 做房产的，很开心 

 发养老保险金的，很开心 

 

未来的变化会很大，不管是胡温时代还是习李时代，有一件事情领导层看的很清楚，就是必须

要在中国的人口红利结束前完成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城镇化，不管是一线城市控制人口

规模，还是驱赶农民进城买房，都是在为城镇化作准备，虽然这些举动前几年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后面还会加速，明年上半年一线城市又会出现用工荒，一边在控制人口规模挤压人口回流，

一边又出现用工荒，明摆是要把中低端制造业，密集型企业全部赶到二三线城市去，这情形前

几年就已经开始了，最早可以追溯到富士康的内迁，而二三线很多城市也在推进当地工业区的

建设。一线城市的发展定位已经改变，成千上万的创业公司，研发中心，金融外贸，文化产业

等都聚集在这里，还有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沿海某些城市的港口扩建，个别城市的自

贸区建设，制造业强国，金融强国，文化强国，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还在不断推进中，未来的

变化应该说是天翻地覆，中国已经进入另一个上升通道。中国这些年发展最快的莫过于周围的

基础设施的变化，高速公路，动车，高铁，高架，桥梁，高楼大厦林立而起，城市面貌焕然一

新，到现在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接近完成，但是政府却欠下了大量的债务，这么大量的债

务也只能是全民买单，这些年房地产的发展就相当于是在为政府还债，但是债务窟窿太大，光

靠房地产还不行，房地产已经显出颓势，最近的一波拉升也很诡异，债务转移，风险出清是当

务之急，下一步政府会把钱引向哪里呢？基础设施建设是弊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如果现

在不建，以后劳动力衰减就没有机会再建了，当然最后的全民买单是牺牲整整一代人的财富，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吧，等政府债务出清，老百姓财富被收割之后，又将掀起一轮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