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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房价堪比纽约硇文化积读

经济分析不是万能的，许多违背常理

的经济现象的背后，其实隐藏着难以捉摸

的文化基因，中国的高房价现象就是如

此。

对比一下中美两国，虽然美国是全球

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新

兴经济体，尽管美国经济学家早在2008

年就提出了“G2”构想，但2015年美国人

均GDP约为中国的7倍、人均收入则是中

国的6倍左右。不过，在悬殊的经济差距

下，为什么中国的人均储蓄高达4万元

(约为6200美元)，而美国却有超过6成的

人储蓄不足1000美元?同样，为什么人

均收入远远低于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上海

和北京的房价却能够与之媲美，甚至局部

超出呢?

显然，这两个问题，经济分析可以提

供局部解释，但纯粹的经济分析是无法锁

定其要害的。比如，中国人均储蓄率高，

与中国社会保障相对缺乏有关，但是为什

么几乎没有社会保障的非洲落后国家，其

储蓄率依然远远低于中国呢?同样，京沪

两地房价的持续飙升与中国富人喜欢在

一线城市买房置业有关，但作为全球顶级

富人(包括中国富豪)置业首选的纽约，为

什么房价上涨远远没有北京和上海这么

离谱呢?

一、农耕文化VS移民文化

中国人购房的平均年龄远低于欧美

人。3年前，在一所高校兼职教授财经新

闻报道，其时的学生在毕业短短两年时

间，已有近1／3买了房，毫无疑问，购房款

几乎都是父母帮助筹集的，部分学生甚至

现在还在接受父母的生活“救济”，这就是

中国许多人年纪轻轻就已购房的原因所

在，而环顾四周，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杨国英

在英国，2014年首相卡梅伦曾颁布一项购

房优惠政策：40岁以下的首次购房者购房

可享受20％的折扣，这从侧面反映了，英

国人平均的首次购房年龄是远远高于中

国人的。在中国，想知道有多少人40岁

不买房，统计一下大龄北漂就够了，可能

有，但以同年龄段中国人的数量而论，绝

对是算得上微乎其微。

购房“习俗”的不同，折射着文化基因

上的根本差异。我国的文化是农耕文化，

欧美则不然，农耕文化反映在个体身上，

则是追求安定、害怕风险，中国人常说“安

居乐业”，这显然会加大中国人对置业的

超大诉求。中国人渴求农耕时期身体和

灵魂共同附着在土地上的那种稳定感，他

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后仍然保持着这种

心理惯性。因此，拥有稳定的工作和自己

的房子在中国是刚性需求。这种需求推

高了房价，继而投资者也乐于参与其中，

传统农耕时代的中国人，习惯于存钱、买

地，再存钱、再买地，而当下绝大多数的中

国人，则习惯于存钱、买房，再存钱、再买

房。可以说，挥之不去的农耕文化，是中

国人爱储蓄、爱买房更为根本的原因所

在，即便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工业时代，

一线城市已基本进入后工业时代之当下，

相对保守的农耕文化依然深深地烙在中

国人的骨子里。

虽然也有置业的需求，但欧美的文化

决定了人们对此不那么热衷。仍然以美

国为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移民主

体来自于欧洲，而欧洲从根本上讲，历史

上存在游牧文化与海盗文化(北欧地

区)。移民、游牧、海盗都意味着生活地点

的变动不居，意味着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

方式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全然不同的财富

观念，甚至可以说，这些人顺遂环境进化

而来的天性让他们对固定的东西无感。

◆本刊特稿

或者说，移民文化、游牧文化本身就注定

其风险偏好较强，即使美国人、欧洲人(乃

至全世界所有人)归根到底都有置业的需

求。但是，这一需求远远不如中国强烈，

他们更乐意去创业、去消费，他们活在当

下、享受当下，因为他们天生懂得人生永

远在路上，不相信一劳永逸，这反映在购

房者的平均年龄上，中国人要领先美国人

7年左右、领先英国人10年左右、领先德

国人近15年。中美两国文化基因的迥然

不同，不仅导致中国人买房置业的诉求远

远高于欧美，而且，体现在年轻人的择业

观念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年轻人

喜欢稳定的工作(尤其是公务员)，那些有

着稳定工作的年轻人很可能意识不到农

耕文化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烙印，当然更不

会理解，为什么相当一部分欧美年轻人对

创业以及参与中小型创业机构情有独钟。

二、家族至上VS崇尚独立

与农耕文化相映衬的是儒家文化，儒

家文化推崇“家族传承”和“家族至上”，这

同样是中国人心理上迈不出的一道槛。

在这种“家族传承”的文化基因下，中国人

的买房，不仅仅关乎个体，而是一个家庭

乃至两个家庭的大事，绝大多数年轻人的

买房置业，可以说耗尽了父母一辈子的心

血，而父母也乐意为之付出，乃至家族的

血缘亲戚也有互相帮衬的义务。因为，这

不仅关乎家庭、家族的面子问题，而且也

关乎娶妻生子繁衍后代的终身大事。

中国人是“举全家之力”买房，而欧美

年轻人一般在读大学之后，财务上就有独

立的习惯，父母也乐意培养子女的独立意

识，在子女成年之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也逐渐演变成“朋友关系”。不要说，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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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相应的生产关系也会适应落后的生

产力，生产力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也在成熟，相应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会

13臻完善。这个过程恰恰是对生产关系

适应生产力规律的科学诠释，那种片面强

调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适应落后生产力、

社会主义制度只适应高水平生产力的观

点是一种教条主义观点，因为它看不到社

会主义制度本身有一个孕育发展的动态

演变过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必须与资本主义竞争共处、协作斗争，共

同构成世界历史的演化图景。在这个大

时代框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全

球化浪潮中主动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先

进的文明成果，不断增强国力，用实践证

明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人类的未来。在社

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

党人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做出的创造

性贡献，它证明了社会主义不仅可以与资

本主义相处共存，而且还可以在世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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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系统中，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

在与之竞争中获得自身的发展、进步。有

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走向“中国

特色的资本主义”，这是错误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在不断走向成熟过程中，必将

在根本制度上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都成

为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这就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价值取向和逻

辑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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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业这样耗资巨大的财务支出，就连子女

读大学的学费，绝大多数美国人也倾向于

“学生贷款”(包括超过40％的富人家庭)，

今天有高达4000万的美国人依然要偿还

“学生贷款”且总额高达1．3万亿美元，美

国总统奥巴马甚至在年近40岁才还清了

“学生贷款”。读书如此，买房置业更是如

此，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其买房置业几

乎都是自己的事，父母绝少帮衬更别说一

手“大包大揽”，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均收

入远远低于欧美的中国，其买房置业的平

均年龄远远早于欧美且自有住房率不低

于欧美的主要原因之一。

反思中国和欧美的不同之后，更容易

承认，我国文化中所谓的“家族至上”，其

实是在家族个体中编织出了一张“互相捆

绑”的关系网。有相当一部分父母认为，

听话的孩子就是好孩子，他们不遗余力向

孩子传递的信号也是，你听话，我才爱

你。这是一种相互伤害的关系，先是强势

的父母伤害弱势的孩子，等孩子长大成人

不再弱势，父母的权威开始受到威胁，拉

锯战的双方都感到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

者，而等到孩子经济完全独立，父母的权

威进一步弱化，强弱对比完全反转，那个

没有受过真正的独立教育的孩子很可能

不仅希望下一代听话，甚至也要求父母听

话。这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循环往复，没

有赢家，房价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这出

悲剧的一种“负外部效应”而已。

三、居者有其屋，可能藏危险

既然房价是重要的经济学问题，那么

不妨暂时回归经济学的视角。很多人也

许知道，在美国，“居者有其屋”也曾经是

美国梦的一部分，但作为政府的施政计

划，却最终被现实打了脸。在布什政府时

期，布什总统曾推动出台了一系列提高住

房拥有率的政策，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没

有房产的美国人几乎被视为二等公民。

然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证明，

布什政府看似呼应社会、关照民生的施政

逻辑无异于同时在说——让次贷危机来

得更猛烈些吧!而相比美国，我国的房文

化显然更容易激发非理性的购房需求和

投资需求。回头看，一线城市的房价几乎

一口气涨了十几年，虽然从当下来看，我

国的杠杆率还没有达到美国次贷危机时

期的水平，但考虑到我国经济对房地产行

业的依赖性，以及政府维持土地财政的本

能和冲动，警惕资产泡沫的出现是有必要

的。虽然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对于普

通的购房者来说，轻易听信“这次不一样”

的念头也是要不得的。一直以来，经济人

士对于高房价问题的呼声不绝于耳，如今

几乎成了催眠曲，然而这何尝不是一种提

醒：房地产行业轻易不出问题未必是好事

情，因为一旦出问题，其严重程度可能超

乎多数人的想象：

在现代社会，安居乐业作为一种生活

理想，其实是堪称普世价值的，然而过犹

不及，没有住房难以安心工作，没有住房

甚至无法结婚成家，农耕文化洋溢着融融

的亲情．却束缚住了年轻人追求梦想的脚

步。而欧美年轻人却习惯拎起背包去远

方，去追求内心真正认定的事业和梦想，

中国的父母喜欢传承有形的财富给子女，

而欧美的父母却更乐于培养子女独立的

意识，到底哪个更好，很多人心中其实早

有答案。

(作者系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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