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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民间借贷案件层出不穷，不仅意味着许多放款人
的血汗钱很可能会血本无归，也表明，许多不为人知的民
间借贷行为已经向高利贷和非法集资案件演变。在民间借
贷的汹涌暗流背后，牵涉人员有多少、资金量有多大，只有
被曝光浮出水面后才能被公众所知晓。

民间借贷与银行贷款利率之间的巨额价差， 成为了担
保公司铤而走险的直接诱惑。值得警惕的是，只要这一套利

机会存在，就很难避免和阻挡民间资本盲目逐利，甚至有相
当数量的上市公司也热衷于做发放高利贷的“影子银行”。

如今楼市已经走出暴利时代，矿产市场逐渐规范，暴利
领域消失不仅使得民间借贷领域的风险逐渐暴露， 也使得
更多的逐利资金挤入了“最差钱”的中小企业。而有的大型
企业则利用便利的融资渠道， 把手中的多余资金再转贷给
小企业，也无一例外地呈现出高利化倾向。

民间借贷案件缘何又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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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再一次强调，房价尚未回
归到合理水平，鼓励老百姓租房。在房地产市场发达国家
大行其道的“居者租其屋”观念，为何在中国总是“被鼓
励”？

房价暴涨的历史让投资者原本很少真正关心租金回
报率，因为最大的甜头来自买卖差价。中原地产研究中心
总监宋会雍分析，“投资者在‘租转售’和‘售转租’之间来
回跳跃，都是一种僵持和等待，一种对市场的观望，等着合
适时机卖钱，所以买住宅出租一直是种投机。投资会考虑
投资回报率，但投机不会。”

房东待价而沽，房价快速上涨让房东的违约成本显得
很低廉，这令租客生活在随时搬迁的不安定中，加速了他
们的买房进程，而旺盛需求进一步促进房地产上涨，陷入
了恶性循环。

租房遭遇的种种乱象让白领叶琳习以为常， 不过她最
大的噩梦就是房东跳价， 年底房东经常会提出在原来租金
基础上上浮100-200元，对于她而言又是一次搬家的信号。
叶琳并不喜欢这样颠沛流离的生活。 叶琳也希望有一套自
己的房子，如果“沉没”的租金是用来还房贷，多年后至少拥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 但日渐上涨的房价让她只能苦笑
着算算下一个交租日。

“安全感”很重要，但买房更强烈的原因，是被看成在城
市自立的标志。

在国内， 租房市场需求过渡到买卖市场的最大动力仍
是户籍制度。比如教育需求成为当前买房的理由，在大中城
市教育资源紧张的情况下， 没有当地户口就无法享受均等
的教育资源，必须花钱读高价私立学校，或者交所谓的“借
读费”、“择校费”等。

房东跳价是又一次搬家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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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社会，正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前辉煌
成就和繁荣景象，但也不能否认，有些人还是习惯于把自
己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归罪于国家，即便是在祖国快速发
展中分享了相当红利的某些人，稍遇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
冲突就以受害者的心态抱怨：我爱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
爱我吗？极个别被视为承担着社会责任、掌握着一定话语
优势的精英，也有过以不那么厚道或扭曲的心态站在西方
的立场随意贬议中国甚至唱衰中国， 误导公众的认知，无
益于国家健康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心理环境。

诚然， 无论祖国的发展建设已经取得了多巨大的进
步，我们今天依然会遇到种种的不完美、不完善和不完满。

但这不仅不是我们埋怨或怨恨国家的理由， 相反正是每一
个人应该承担起的建设责任。国家的未来，不属于设身局外
的看客，更不属于失去爱国立场的骂客。

苏联崩溃解体多年后，包括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索尔
仁尼琴在内的许多学者在痛苦反思后醒悟： 无论这个国家
有多少缺陷，永远都不能成为你羞辱她、背叛她的理由。

中国在发展进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非常需要深入研
究，甚至需要理性反思，但前提是以爱国的立场和感情。

著名军事战略专家李际均将军说过：爱国主义，是最重
要的战略思维。笔者不仅深以为然，而且坚以为训。

国家的未来，不属于看客和骂客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未来几十年，“养
老”是一个可怕的问题。

到2037年左右，中国老年人口最多、劳动人口最少，基
本是不足两个成年人要供养一个老人。同时，可能面临的
通货膨胀，导致收入降低，生活成本增加，谁来供养这么多
老人？

解决养老问题，不能全部依靠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社会保险研究所原所长何平说，“靠国家发的养老金过
上富裕的老年生活，这种期望值最好要降低，国家的养老
金只能保你吃饭。”他认为，晚年要过上体面安逸的生活，
必须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

国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了
养老金制度改革，目前有70多个国家完成了养老金结构调
整。而中国的养老金制度结构非常混乱，亟待调整。

按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杨燕绥的设想，养老金制度安排有“四个来源”要进“两个账
户”。所谓“四个来源”，一是可以通过国家征税发基础养老
金，让所有老人都能吃饭；二是通过给企业税收优惠，由企
业给职工创造福利金；三自我储蓄，自我投资等等；四是商
家给客户让利产生积分， 转换成养老金进入个人账户。“两
个账户”，一是指社会统筹账户，二是个人账户。“现在社会
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混在一起，这是个问题。”杨燕绥说。

解决养老问题 不能全部依靠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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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尤其是在微博上，对于公共事件
的争吵、辩驳、掐架是非常常见的。这些争吵往往毫无原
则，通常还会形成一个不小的话题。

可有意思的是，在美国几乎没有人在网上争吵。从技
术上说， 社交网站各自功能的特性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作
为在美国生活了十年的中国人，我所感受到的人文环境让
我更愿意说，美国人不在互联网上争论的主要因素并不仅
仅是技术。

美国人并不是不“吵架”，但是他们的争论方式和中国
人非常不同。和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倾向于面对面交流。

互联网出现之前，在中国很难找到讨论公共话题的平

台。论坛的出现是开始，后来一步步从博客再到微博。有了
说话的空间，争论才慢慢出现。现在所见的激烈的网络乱讲
更像是长期积蓄能量的大爆炸。但是，国内对于公共事件的
争论大多起于网络也是止于网络，很少转化现实，很少最终
定论。相反的，一旦争议性话题进入美国公众的视野，却会
出现一个近乎程序性的连锁反应。

美国公民更多的时候是去听，接受不同的声音，来自民
间组织、媒体、官方。

更多渠道的声音让美国人的争吵看起来更加有序和理
性。 方舟子如果到美国打假也许根本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波
澜。

美国人为什么不在网上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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