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房除了“住”和“炒”

更多是作为价值储藏

可怕的中风！
30 岁年轻人也不放过

大家好，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跟大
家讨论健康问题。 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建
设“健康中国”的宏伟目标。 国家今年第一次
召开了卫生和健康大会，将健康融入所有政
策，维护国民健康，仅靠卫生系统是不行的，
我们需要解决很多方面的问题。

我们的目标是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
要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到以健康为中心。 现在
国民首位致死的疾病是什么？ 是中风。 中风
病人要么偏瘫，要么失语，要么失明。 引起中
风有许多因素，第一是高血压，另外还有像
动脉硬化、糖尿病，也会引发中风。 根据世界
银行对中国慢性病调查和分析，如果再不改
变中国慢性病状况 ， 到 2030 年中国将有
3100 万中风病人。 如今，我们有 1100 万的中
风病人。

我去年到云南某市做义诊，第一个病人
是一位 51 岁的男性，他中风昏迷两星期了。
他的女儿告诉我，她父亲有高血压，平常控
制不太好，家里人也不让他喝酒。 那天家里
没有人， 他在家里自己悄悄地喝了点酒，突
然血管破裂中风，这种“植物人”状态很难恢
复了。 去年我还碰到几个 30 多岁的中风病
人，有个 31 岁的年轻人，患有高血压多年，
中风以后就昏迷了，抢救了 3 个多月，没成
功。 他只留下了一个十个月的孩子。 这个年
轻人，他一定会后悔为什么没有管好自己的
身体，让孩子从小就没了父亲。 所以，我们要
及早地关注身体健康， 才能承担我们的责
任！

健康的秘密：
十个网球原则

为什么疾病这么流行？ 很重要的就是，
身体超重、肥胖的人越来越多，30％的国民超
重，10%的人肥胖。孩子基本上也达到这样的
水平。 像北京，6-17 岁的超重肥胖儿童占了
21%。 现在，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总统
奥巴马成立了应对儿童肥胖问题办公室，来
解决儿童肥胖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总结了全球的研究，对于
健康和寿命来讲，影响最大的是生活
方式和行为。 我们要做的，首先是学
会怎么吃饭、做运动。 近几年，我一直
在推广十个网球原则。 专家通常
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吃 200 克，那
个东西吃 300 克 。 那么您知道
200 克是多少，300 克是多少？ 它
不好实际操作。 我们要指导大家
来做运动、吃饭，让大家能够直观
地去把握。

最近几年， 我一直在推广什

么？ 就是十个网球的原则。 网球大小，比我这
拳头小一点，和中等身材的女同志的拳头差
不多。

一、二、三、四加起来十个网球，分别代
表一天里的四大类食物：每天吃不超过一个
网球的肉；两个网球的主食，大概一天五两
主食；保证三个网球的水果，研究表明，经常
吃水果的人，冠心病、中风、肿瘤的发生风险
明显降低；不少于四个网球的蔬菜。 只要你
吃好了，保证食物的多样，我们并不需要所
谓的营养品。

另一个方面，大多数人缺乏运动。 缺乏
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总结的全球第四大死
因，前三大死因是血压、吸烟、高血糖。 每年
全球有 300 多万人因为缺乏锻炼而死亡。 通
过调整生活方式，可以预防 80%的心脑血管
病和 2 型糖尿病， 还有 55%的高血压和 40%
的肿瘤。 对我们国家来讲，中国的肿瘤 60%
是可以预防的，这些是生活习惯所致。 大家
知道人为什么衰老？ 人衰老的最主要的原因
是肌肉流失。 运动锻炼，特别是负重锻炼，是
保住肌肉最好的办法。

国际上提了十六个字，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行为，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
理平衡。 很多人说，这需要毅力。 实际上，行
为学的研究表明：坚持三个星期，初步成为
习惯，三个月，形成稳定的习惯，半年，成为
牢固的习惯。 大家都行动起来，保护好自己
的健康。 健康入万策，所有部门，都对健康有
责任。 比方说，教育部门要把健康的必备知
识教给孩子，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 每个人对普及国民健康都有责任，没有
全民健康，就没有小康。 只有我们都行动起
来，我们“健康中国”的目标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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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责任让自己健康

原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

12 月 21 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赵波在第 78 次朗
润·格政论坛上，发表了题为《解读用于“住”和“炒”的房地产》的演
讲。

以下是赵波演讲摘录：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的工作重点，把房地产排在第四条，

这是继 2015 年之后第二次把房地产列入重点。 去年的提法是“去库
存”，今年定位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怎么理解这句
话？

天平的左右两端分别代表了投资品属性和消费品属性， 这是房
产本身与生俱来的两种属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的这句话是在强调房产的居住属性， 是不
是意味着可以完全消除它的投资属性呢？ 基本上是做不到的，除非你
不买房子，一辈子租房子，这样看重的就只是它的消费品属性。 一旦
拥有了房产，就自动同时具备了享受消费服务的好处，也享受价值分
成的好处，除非你没有投资收益权。

这次房地产调控的目标是什么呢？ 政府既想抑制房地产泡沫，又
要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泡沫的提法反映了目前高层对于房价的担忧，
至少在一、二线城市情况是这样的。 在这里，政府的态度是既要稳定
房价的增长，不是打压，因为要做到平稳健康的发展。

这次会议的报告当中，提出了调控的五种手段。
一是金融手段，从宏观上来说，要管住货币，要实行稳健的货币

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二是土地手段。短期手段是在于落实人地挂
钩，根据人口流动情况分配建设用地指标。 三是财税手段。 在财税方
面，并未提出房产税，目前房地产的税收主要都在交易环节，而不是
在保有环节。 四是投资方面，强调了库存的投资或者存货投资，国家
提出要去库存投资，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着重解决三四线
城市地产库存过多的问题。

第五是立法，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立法，加快机构化、规模化的租
赁企业发展。 加快住房市场的监管和整顿，规范开发、销售、中介行
为。

在中国，买房为了升值
假如不能炒房，那么能炒什么呢？ 能不能炒股票呢？
股票在 2004 年至 2016 年的年化收益率是 6%。 其实， 房产仍然

是好的投资品。 2015 年，一线城市开始房价猛涨，2016 年，二线城市
开始猛涨，三线城市基本上平的，分别是下降 16%、6%、0%，这是名义
收益率，也就是整个房地产是两极分化的。 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库
存比较多，而一二线城市人口不断往里流动，房价仍在上涨。 因此，在
一二线城市应该买房投资，不应该炒股票。

房产除了“住”和“炒”，在中国，更多的是价值储藏的功能。 因为
普通老百姓面临着利率资金回报率通常低于他们的经济增长率。 另
外，居民缺乏足够的投资机会。 一是，实体经济增长比较乏力，所以股
票这种资产类的产品不会太好。 二是，资本管制，不可能放弃国内的
房子不管，而去投资美国市场。

现在，大家想把购房作为一种储藏手段，这既非“住”也非“炒”。
我不太确定这次中央的口号能不能改变大家对于未来房价的预期。
如果政策可信，并且能够调整预期，对市场还是有效果的，但是如果
政策不可信， 大家不相信的话， 买房子作为价值储藏的人还会选择
买。

近日，原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开讲啦》发表演
讲，呼吁大家要多花时间关心自身健康。

以下是王陇德演讲摘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赵波：

■王陇德

■赵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