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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 赟

春风拂绿。4月17日上午，北京月

坛南街38号，国家发改委南楼215会议

室高朋满座。由国家发改委政研室发

起、与综合司联合主办的第一期“215经

济茶座”在这里举行。举座畅议，历时三

个半小时。

怎么更好地“抓宏观”？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改委对这一

重大课题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工作的重

中之重。“215经济茶座”即在这样的思考

与探索中应运而生。它将经常邀请社会

上各个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与国家发

改委的司局长等直接从事一线工作的

政府官员，围绕重大主题，展开坦诚交

流、专业研讨。在“215经济茶座”的前期

筹备期间，何立峰、宁吉喆等委领导都给

予了具体指导。

第一期“215经济茶座”的主题是“高

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创新和完善宏观调

控”。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

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

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

制。”国家发改委作为宏观调控和综合经

济部门，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正是

其职责所在。

集思广益，兼听则明。基于本期主

题，国家发改委政研室、综合司邀请了六

位知名专家学者，与委内多位司局长围坐

一桌，一杯清茶，就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

段宏观调控面临哪些新情况？”“工作中需

要做出哪些转变？”等话题展开讨论。茶

座主持人、中国改革报社副社长、央视特

约评论员杨禹在开场白中讲了三个

“真”——“真诚地请大家来，一起讨论真

问题，期待收获真知灼见。”

六位专家学者是胡鞍钢、王昌林、

祝宝良、吴晶妹、许伟、张斌。国家发改

委政研室主任严鹏程、副主任孙涛、副

主任孟玮及综合司司长丛亮、财金司司

长陈洪宛、价格司司长岳修虎等参加了

讨论交流。

预期管理：政策协调性要强
目标要明确 执行要有定力

预期管理，是宏观调控的一个新领

域，近年来国内外不乏新探索。茶座的

讨论，直接从这个“新”处展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所全球宏观经

济研究室主任张斌认为，用好宏观调控的

众多工具和手段，首先要明确高质量发展

的目标。“经济发展的进程，其实也是打破

增长瓶颈的进程。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

同的瓶颈，把这个瓶颈打开，经济就能一

步步往前走。”他在作了一番国际对比分

析后提出，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相

比，我国目前二三产业占比较低、公共服

务支出占比较低、城镇化率较低。“这三个

现象表面上看是不同的侧面，但背后原因

是一样的，说明大量人口还停留在农村，

不能有效进入到城市。为什么？城市公

共服务不完善，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张斌认为，高质量发展阶段，首要的、最迫

切的是解决公共服务这个瓶颈，让农民在

城市更好地安家生活。

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张斌以分析前几

年我国较大资本流出和较强汇率货币贬

值预期共存的经历为例，总结出几条经

验。他认为，汇率放开和资本项目放开

必须协调好，以避免出现政策“打架”情

况。再如，在市场汇率升值预期情况下，

引导形成贬值预期，当经济基本面发生

变化时，贬值预期发生了“叠加”。张斌

认为，政府不同部门之间政策要更加注

重协调，政策跟经济基本面也要注重协

调，同时执行政策需要定力。“确定某个

方向对，就应该坚持，不能遇到一点阵痛

就退回来。保持政策定力，就是在稳定

预期。”张斌说。

围绕宏观调控中的预期管理，国家信

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认

为，首先要明确调控的目标。政策跟目

标之间一定要有相关性，总量政策、结构

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等要组合运

用，以解决短期、中期、长期等不同周期

长度的目标。在长期预期不发生大的改

变的情况下，预期管理主要针对短期问

题。“要让预期真正发挥作用，目标一定

要研究确定好，但是确定这个目标本身

是有难度的，并且还要放到长期发展目

标下考虑。”祝宝良说。

在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上展现新作为
国家发改委“215经济茶座”正式亮相，第一期聚焦“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创新和完善

宏观调控”，胡鞍钢、王昌林、祝宝良、吴晶妹、许伟、张斌等专家学者与国家发改委部分
司局长共议在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上的新机遇、新观念、新作为

□ 周 琳

核心提示：众多采用同股不同权结构

的新经济企业赴海外上市，不仅使大笔辅

导上市的中介机构佣金流失，而且每年将

巨额证券交易佣金收益拱手送给其他市

场。无论是同股同权模式，还是同股不同

权模式，企业的股权架构在很多时候没有

绝对的优劣之分，上市制度改革应以服务

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为前提，以宽严相济

为原则推进IPO制度改革。

最近，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向香港交易所（简称港交所）递交招股说

明书，这家科技“独角兽”不仅有望成为

今年内地赴港最大 IPO 企业，而且有望

成为继阿里、腾讯之后又一家互联网巨

头。除了眼前创业者的欣喜、资本的喧嚣

以及投资者的期望，小米享受“同股不同

股权”的上市待遇更加引人关注，其意义

不同凡响。

同 股 不 同 权 企 业 能 够 顺 利 赴 港

IPO，一大借鉴意义是港交所等机构与

时俱进推动新股发行制度变革，适时适

当地吸引新经济企业。自 1989 年以来，

港交所一直沿用“所有股票同股同权，一

股一票”制度，但部分海外成熟资本市场

采用二元制（又称 AB 股结构）股权结构

制度，即管理层可以凭借少量资本控制整

个公司，通过将公司股票分高、低两种投

票权，高投票权的股票称为 B 类股，主要

由管理层持有；低投票权由一般股东持

有，1股只有1票甚至没有投票权，称为 A

类股。作为补偿，高投票权的股票一般

流通性较差，一旦流通出售，即从 B 类股

转为A类股。

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同股同权和

AB股结构各有优劣。同股同权有利于流

通和股东投票，体现出一定的市场公平、

公正特征。不过，在近年科技类企业上市过程中，这一原则不

完全有利于应用AB股结构的创业型科技公司。一个典型的

例子就是采用“合伙人制度”的阿里巴巴集团。由于与港交所

过去的同股同权制度相左，使得同股不同权的阿里巴巴集团

最终转投美国纽交所，成为全球最大的IPO之一。

众多采用同股不同权结构的新经济企业赴海外上市，不

仅使大笔辅导上市的中介机构佣金流失，而且每年将巨额证

券交易佣金收益拱手送给其他市场。有此前车之鉴，港交所

适时、适当优化上市规则，必将有利于市场吸引更多“小米”上

市，拓宽市场的资金来源，带动IPO筹资额大幅上升，让港股

市场“洼地”重焕新生。

不过，“同股不同权”并不完美。过去应用这一规则的企

业上市后，曾引发“多重股权结构带来的公司管理乱象”“上市

公司股东利益保障难”“创始人权力过大”等一系列问题。对

此，港交所重新完善上市规则，并没有为了留住新经济企业一

味地无条件妥协，而是严格规定了拟上市企业的市值、行业、

第三方投资等条件，这些举措值得有关部门借鉴。

一言以蔽之，小米赴港 IPO 启示广大投资者和监管部

门，无论是同股同权模式，还是同股不同权模式，企业的股

权架构在很多时候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上市制度改革应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为前提，以宽严相济为原则，推

进 IPO 制度进步。《经济日报》发表评论认为，所谓宽松，是

在吸收国际资本市场成熟有效有益的制度与方法基础上，

改革和完善发行上市制度，努力增加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

性，加大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支持力度，而

不是过于看重眼前的盈利指标，看重公司规模和发展现状

等桎梏。所谓严格，就是要依法、全面、从严监管，把好新股

发行“质量关”，严查违法信披和欺诈上市等行为，严把股权

架构是否合理这一“关口”，即便是采用“同股不同权”架构

的高科技企业，也不能忽视最起码的法律和财务标准，努力

营造新股发行上市的清朗市场空间。

上
市
制
度
改
革
应
与
时
俱
进

□ 本报记者 李银堂 叶仕春 许琴飞

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却发明

了轰动世界电梯界的换代产品——新型

安全电梯，并斩获美国、德国、巴黎、日内

瓦四项国际发明大赛金奖，给电梯行业的

供给市场带来颠覆性变革；产品还未投放

市场，订单已纷至沓来，目前已接手订单

3万多台套……这家企业就是电梯行业

的新宠——深圳盛世电梯。

5月8日上午，2018中国（上海）国际

电梯展览会开幕。展会大厅盛世电梯偌

大展位前座无虚席，许多参观者站立听

讲，还细致观察电梯构成并体验，很多人

都惊叹电梯技术的安全与神奇。一位杨

姓老人欣喜地说，“有了这样的电梯，生活

会更美好。”

电梯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一

定程度上承载着一个城市的文明发达和

繁荣程度。然而，传统电梯不仅安全隐患

难以根治，而且市场也早已被国际业界巨

头——奥迪斯、日立、迅达电梯公司垄断，

高枕无忧地重复亘古不变的生产轨迹。

原本无籍无名的深圳盛世电梯的登场，开

启了电梯界的百年破局。

产品缺陷就是市场前景

金无足赤。社会生产生活中各种产

品、用品都不是尽善尽美。承载着人们工

作、生活的电梯，其安全性更受关注。

1997年东南亚某国发生一起电梯事故，

一栋28层的高楼电梯坠毁，现场乘梯人

无一生还。

盛世电梯发明人、总设计师金徐凯当

年看到这则报道震撼到心颤，他自问：

电梯怎样才能安全呢？内心萌发一个念

头——研制一部永不坠落的安全电梯。

作为一个发明者，他从产品的视角进行

审视：产品缺陷不正是市场前景吗？开发这

个市场空白，既能给社会提供安全产品，又

能呵护乘梯者的生命。这是个丰满的理想！

然而，对于没有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

金徐凯来说，无异于登天之难。但他不气

馁，咬定目标不放松。他边工作边自学大

学物理、机械原理，无线电原理、电子电

路、自动控制等课程知识。多次考察专业

设备、研究设备原理、结构及操作工艺，熟

悉工业制造流程。还经常到海南大学、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南京自动

化研究所，向教授专家请教，科学的乳汁

滋养着他创新发明渐入佳境。他先后设

计出辊式电梯制动系统等三项电梯安全

发明成果，获得专家好评。他仍不满意，

三项成果并未跳出传统电梯结构，安全问

题依然存在。

金徐凯反复思考：这不是他的目标，

他要突破传统升降原理的局限，彻底解决

传统电梯冲机、坠落、溜梯等安全隐患。

又经过十多年的潜心研究，终于设计出了

全新的结构，即“开口螺母轨道直线运动

副”。这是丝杆螺母运动副的逆向思维结

果，这种结构未见于专业教科书，国际专

利查询也未见类似结构，可谓世界性独

创。这种运动构件，适用于垂直升降系

统，其自锁功能可提供安全保证。以这一

独创技术为核心，集成其它高新技术（智

能化控制和管理，二次储能技术等等）和

模组化、标准化的设计，实现了电梯领域

的百年突破。

这一成果已申请获得国际国内发明

专利62项，得到世界发明展会的高度评

价，一举荣获2016年6月美国第31届匹

兹堡国际发明展金奖，2016年10月第68

届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金奖，2017年5

月第116届巴黎国际发明展金奖，2018

年4月第46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

成为四大国际发明金奖大满贯得主，在国

际上引起巨大轰动，业界巨头纷纷洽谈合

作或欲购买专利。

市场痛点就是产品价值

不经意间，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60岁及以上老人

已高达2.5亿，预测2025年将达到3亿

人。目前许多老人还居住在没有电梯的

旧楼，上下楼已成为他们生活中最大的难

题，行动不便者甚至几年下不了楼。为满

足城市老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北京等地

已开始在旧楼加装电梯。然而，一些传统

电梯加装存在着诸多局限和问题：需要建

设机房和基坑，涉及红线外用地，甚至供

水、排水、燃气、通信、网络等管线的勘察

和迁移，办证、安装时间长，还会影响一、

二楼采光，带给老人们的获得感不均衡，

幸福感不均衡。

一 家 民 营 企 业 的 供 给 侧 改 革 实 践
深圳盛世电梯执着于安全电梯技术创新，获美国、德国、巴黎、日内瓦四项国际发明展金奖

4月17日上午，北京月坛南街38号，国家发改委南楼215会议室高朋满座。由国家发改委政研室发起、

与综合司联合主办的第一期“215经济茶座”在这里举行。 本报记者 高弘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