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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有余】

现在，吴君亮主要

从事股票投资，每星期

一还要发表一篇文章，

挺辛苦。这让他太太颇

为心疼。

【和而不同】

从2019年起，尽管

遭受美国技术上的极限

打压，在极端困难的时

期，甚至不得不断臂求

生，把荣耀系卖掉，大幅

收缩业务。最终，华为不

仅没有被打趴下，反而

绝地求生，以坚定的信

念和不屈的意志对抗逆

境。因而，它这番的突

围，并不让人感到丝毫

意外。

【一家之言】

航司算经济账，不

仅应该算自己的，也应

该算乘客的，毕竟乘客

就是航司的衣食父母。

韩和元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国

对他国经济和技术所施加的封锁，最

后总表现得那么事与愿违。譬如奥

斯曼帝国对欧洲的封锁，和由此引发

的大航海。大航海无疑开启了人类

历史的新篇章，使原本独立的各个文

明连成一体，同时也引发了欧洲人的

科技革命。但在大航海时代开始时，

欧洲人在航海技术方面并不领先，中

国人、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都比欧洲

人强，但为什么偏偏是欧洲人打开了

新世界的大门？

这得从 13世纪阿拉伯人把中国

的印刷术传到欧洲说起。受益于印

刷术，在欧洲信息的传播变得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迅捷而广泛。阿拉伯人

无意之中做的印刷术传播，及奥斯曼

帝国所做的经济封锁这两件事，仿佛

是专为欧洲文艺复兴准备的。文艺

复兴解放了欧洲人的思想。当然，文

艺复兴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从 14世

纪开始，一直到 16世纪，前后持续约

三百年，原因就是宗教势力的反扑。

科学带有天生的客观性，和宗教具有

与生俱来的矛盾。欧洲的知识分子

抬出古希腊的科学，也是为了打破教

会对一切事务的话语权。罗马教廷

当然不会对动摇其统治的行为坐视

不管，它将一切不符合宗教利益的行

为都视为异端邪说，有的人甚至因此

而死，比如布鲁诺。

但正因文艺复兴，欧洲人打开了

眼界，这才发现自己居然这么落后，

而东方早已把他们远远地抛在身后，

尤其是传说中的中国，按《马可·波罗

游记》里的说法，那里就是遍地黄金，

富得流油。得益于古希腊的文化基

因，欧洲人天生具有海洋商业文明的

嗅觉，商业文明的特点就是哪里有钱

就往哪里跑，既然东方富有，那就去

东方寻找财富。

按传统路线，欧洲人去往东方只

有两条路：一条是陆路，走地中海东

岸，过两河流域，越伊朗高原，再经中

亚，然后可以到达中国；另一条路，从

埃及，过红海，入印度洋，走海路。只

是，由于强大的奥斯曼帝国横亘在中

间——1499年奥斯曼帝国打败了地

中海的霸主威尼斯，夺取了意大利商

人在地中海沿岸的许多贸易据点。

此后，整个丝绸之路完全被奥斯曼帝

国垄断，并对过往的西方商人课以重

税，这让西欧国家为获得东方的香料

和瓷器，不得不重新寻找一条绕开奥

斯曼的新商路。

而在这之前，中国的指南针也被

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大航海时代可以

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而伊比利亚半岛资源贫乏，不适

合农业种植，如果没有贸易，这两个

国家会贫弱不堪，更要紧的是，这里

还是抵抗北非穆斯林入侵的前线，如

果不寻找出路，作为基督徒的欧洲人

运命堪忧。也正是因此，最先吹起大

航海时代号角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

牙人。

无独有偶，封锁失败的案例，还

有英国对法国和美国的技术封锁。

于 18世纪中后期到 19世纪上半叶，

联合王国无疑是当时全世界工业化

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它领先于世界

诸国的主要因素。为了保持他们从

纺织机和蒸汽机带来的竞争优势，英

国人对工业技术如同国家机密一样，

保守不泄露。为了防止科学技术外

泄，1765年至 1789年，英国政府甚至

通过了若干的法律，禁止纺织与机器

方面的熟练工人迁出，也不许纺织

机、图样或模型出口。

然而纵是如此，仍然无法阻挡最

新的科学技术的向外传导。因为它

无法阻止人们的脚步。有美国的“制

造业之父”之称的塞缪尔·斯莱特就

是典型。塞缪尔（1768-1835），生于

英国德比郡，14岁起学习纺织，掌握

了纺织制造的全部知识。1789年 11
月，塞缪尔就带着他充满于脑海的先

进工业技术，不顾联合王国对熟练工

人外迁的禁令，打扮成了个农场雇

工，乘上了赴美国纽约的客船。1793
年，塞缪尔凭借记忆，成功地复制了

阿克莱特纺纱机，并拿着这些机器，

于当年年底，在帕塔吉特与人合伙开

设了一家全新的纺织工厂。这也是

美国工厂制度的开始。英国新式纺

纱机的仿制成功，使美国的棉纺织业

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成为打

响美国工业革命的第一枪。几年以

后，塞缪尔的兄弟约翰也从英国来到

美 国 ，并 带 来 了 关 于 克 隆 普 顿

（1753—1827）发明的“缪尔纺纱机”

的相关知识。

《美国经济史》作者福克纳根据

1860年《第八届人口调查》报告做了

一份统计，统计显示，1860年时生活

于美国的 400万移民中，像斯莱特兄

弟这样的机械师共 407524人。而商

人移民的数量同样庞大，为 231852
人。这无疑成为美国工业最具活力

的新鲜血液。除此之外，还有矿工

39967人，工人 872317人。正是这些

资本家和工程技术移民的到来，也将

先进技术源源不断地从欧洲，尤其是

从英国带到了美国。为此，美国学者

马尔温德·琼斯就曾指出：“美国的每

一个基础工业——纺织、采矿、钢铁

工业，都是靠英国工匠、工人、经理带

来的技术。”

同样的案例还有拿破仑对英国的

封锁。已故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奥尔森教授曾系统地研究了拿破仑战

争期间，法国对英国食品的禁运封锁

情况。这一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战

时短缺经济学》一书。奥尔森在书中

写道，如果按照食品进口量这一标准

来予以衡量，那么，法国于战时对英国

所实施的食品运输的封锁，无疑是异

常成功的。因为在该时期，英国的食

品进口量确实大幅下挫。但问题在

于，英国很快就对法国的封锁，做出了

相应的调整——英国人采取了建立现

代农业生产体系，促进农业生产及杜

绝浪费等举措，来予以应对。

奥尔森说，由于替代的可能性，

英国在应对封锁造成的短缺时，并不

像拿破仑所想象中的那么僵化。它

们有相当强的能力，来替代那些短缺

的商品。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替

代不只是通常意义上的替代，即以某

种替代品取代供应短缺的商品，就如

用玉米替代大米。它的这种替代事

实上更彻底，即英国人以通过调整自

己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来替代了先前

的稀缺。

供给学派代表人物阿瑟·拉弗曾

高度评价奥尔森的这本书，认为这本

著作是研究一国对他国实施经济封

锁，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经典范

例。在书中，奥尔森告诉我们，拿破

仑的大陆封锁禁令并没有达到从经

济上窒息英国的目的。反倒是在这

种政策的刺激下，英国这个在食品供

应方面，长期依赖于进口的岛国，决

心成为一个不受制于人的农业强国，

它很快就发展起了足可媲美法国的

农业生产体系。

美国《华盛顿邮报》显然也持有奥

尔森的这种观点，它曾称：制裁不会阻

止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发展，制裁、

封锁只会刺激中国自主研发的决心。

我亦持相同看法，2021年3月，我曾写

过一篇题为《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的

结果及其启示》的文章，对欧美的经济

和技术封锁，予以了质疑。

事实也是如此，从 2019年起，尽

管遭受美国技术上的极限打压，在极

端困难的时期，甚至不得不断臂求

生，把荣耀系卖掉，大幅收缩业务。

最终，华为不仅没有被打趴下，反而

绝地求生，以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意

志对抗逆境。因而，它这番的突围，

并不让人感到丝毫意外。

（作者系广州经济学者）

历史一再证明：有封锁，就有突围

黄家章

上 月 10 日 ，我 选 坐 S 航 司

ZH9516航班（以下简称：A航班），预

定 19:50从上海起飞，不料因天气与

航司的原因，再三推迟，晚点到次日

早上6:30才起飞。

当天16时9分，我收到航司首次

晚点短信：因天气原因，航班由原时

刻调整至21:35起飞。

18 时 13 分收到第二次晚点短

信：因航空公司原因，航班调整至

23:25起飞。

23 时 25 分收到第三次晚点短

信：本航班因航空公司原因，由原时

刻调整至明天6时30分起飞。

无奈之下，我和部分旅客，取回

已交寄的行李，坐大巴，入住酒店，此

时已是次日近凌晨两点。顺手上网

查了当晚该酒店房价，558元。此前，

乘客中有传言说，航司安排的酒店不

会好，标准是每个房间 200元，部分

旅客因此拒绝到酒店，选择呆在机场

贵宾候机室。我到了酒店，亲证该传

言不实。

次日早上 5点离开酒店，到机场

登机时，空姐让乘客们扫一个二维码，

点击确认，400元的航延赔付，即刻到

账。早班机按点起飞，安抵深圳。

无独有偶，本月 14日，我选坐N
航司 CZ5400 航班（以下简称：B 航

班），预定 16:40从南京起飞，却连连

碰上航班取消与天气原因，也是再三

推迟，晚点近6个小时才起飞。

起飞前夜的21时30分，航司发来

短信：您原订的CZ5400航班因天气原

因取消。现安排您乘坐次日18:00起

飞的CZ3828航班。

当天 12时 34分，再收到晚点短

信：由于其他空域用户活动原因，您

乘坐的航班变动为20:55起飞。

我提前一个小时到了登机口，听

到的却是柜台工作人员的一句：今晚

九点肯定起飞不了，还要晚点。我

问：那几点能起飞？他答：等通知。

很无奈地，唯有再三地接受推迟

起飞。

B航班终于在 22:25离开停机坪

后起飞。次日凌晨 1:10分降落深圳

机场。相关航司对于这次再三推迟

的晚点起飞，仅是一位空姐在飞机广

播上讲了一次“抱歉”两字，没有任何

经济上的补偿。

乘坐 B航班，对我来说，一次正

常的日间航班，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红

眼航班（晚上 10:00到次日凌晨运行

的航班）。篇幅所限，姑且不论红眼

航班多了几许不安全因素，仅从票价

上看，日间航班的价格是红眼航班的

翻倍以上，这对乘客们显然是不公

的。另外，作为晚点航班的乘机者，

我们还须额外在机场多等了近 6小

时，时间同样是有价值甚至是有珍贵

价值的，却一样被忽视了。B航班没

有任何经济补偿，仅以“抱歉”两字带

过，确实是太轻飘飘了，在骨子里，就

没把被尊称为“上帝”的乘客们当一

回事。

能对此予以佐证的，还有一事，B
航班在乘机前，我在小程序上选座位

时，只能选无用餐需求+里程奖励200
分的所谓绿色飞行订单，想按取消标

志取消，无任何反应。我坐的不是廉

价航空，却连一顿飞机盒饭都不能

选，只能选积分。我要那些积分干什

么？要打折，要升舱，那就搞到明处

去。这里的所谓积分，其实也就是在

搞营销噱头加省一点点盒饭钱而已。

两个航班相比，虽然A航班推迟

起飞的时间更长，还逾夜，但其货币

补偿到位，也没有类似绿色飞行的那

些营销噱头，亡羊补牢，有聊胜于无，

显然更符合乘客的心思。

晚点晚点再晚点，始终是国内航

班面临的最大吐槽点之一。过去这

些年，随着高铁动车广泛铺开，航空

公司的日子更不好过，在动车五小时

的旅程内，我和许多乘客一样，多选

动车出行，准时出发，少有晚点，是最

主要的缘由。出门在外，每一位旅客

对自己的行程都有一个时间表，准时

到很重要。在这种大背景下，相关航

空公司在经营中，面对着飞机晚点的

处置，面对着各种营销的选择取舍，

确实是不应轻忽慢易的。航司算经

济账，不仅应该算自己的，也应该算

乘客的，毕竟乘客就是航司的衣食父

母。任何经济账的背后都涉及到人，

如何真正地做到以人为本，以乘客为

本，从人本学的角度来梳理与落实各

项实务，是一篇大文章，其将决定着

相关企业的盈亏，乃至是生死存亡，

能不慎乎？！

（作者系哲学博士、证券研究资
深人士）

两次飞机晚点的经济与人本学分析

余胜良

吴君亮说话声音不大，需要侧着

耳朵听，但他那些经历极有意思，让

人不由得追问下去。

1982 年，吴君亮从西南师大毕

业，在重庆一家客运轮船公司上班，然

后又到重庆日报当记者。1986年，吴

君亮赴美国留学，之后求职，创业，又

在2006年回到中国，并于次年创立了

深圳市君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回到

中国不久，吴君亮就干了一件大事儿：

推动政府预算公开。也因此，他被好

几家媒体评为年度公共人物。

这几年，吴君亮在公开场合现身

少了。几天前，我拜访吴君亮，走进位

于深圳深南大道的杭钢富春商务大厦

的“君亮资产”，公司面积不大，十几个

工位，一个会议室，一个稍大点儿的办

公室。现在，吴君亮主要从事股票投

资，每星期一还要发表一篇文章，挺辛

苦。这让他太太颇为心疼。

问到他为何推动预算公开，就要

说到他在美国的见闻，说到他在国内

的工作，说到他为何要出国，为何能

出国。如果把一件事情讲明白，就要

讲到周围的沟沟壑壑，吴君亮就这样

一件一件地讲下去，干脆从第一份工

作讲起来。

吴君亮从西南师大毕业后，首先

在客运轮船公司下属的政治处做宣

传工作，这家公司归交通部和重庆市

共同管辖。那时，交通还是稀缺资

源，他顺着长江走了很多城市，接触

了不少人，他头脑也灵活，建议提高

客均消费额，比如开录像厅。为此，

他写了一些文章，被发表了，在单位

成了才子，也成了红人。

上大学时，吴君亮就很有生意头

脑。比如到饭馆吃饭，就想着怎样做

饭馆的生意把饭钱赚回来。他向店

老板提出给饭店画画，贴墙纸，老板

动心了。吴君亮自己画画不好，就找

朋友帮忙（当然，要向朋友付酬金），

参加工作后，他把这个业务坚持了下

来。后来，一个画家朋友在美国碰到

吴君亮，还感谢他说，为饭店画画让

他挖到第一桶金，1000 多元人民币

呢，这在上世纪 80年代初是一笔挺

可观的数目。

有经济头脑，又想在公共舆论中

发出声音，吴君亮的这两个特点，在

客轮公司就体现出来了。得知重庆

日报招聘后，他悄悄报了名，经过考

试很快就被录取了。

在重庆日报上班之余，吴君亮继

续做副业，比如卖摩托车、录像机，由

此赚了一些钱，很快成为同事中第一

个开得起摩托车的人。

去美国留学的缘由，与爱人有

关。1985年，吴君亮陪爱人到香港去

探亲，姨妈夫妇发现他很善于编辑稿

件，英文也不错，就建议他留学。动

了念头后，吴君亮就到成都领事馆申

请签证，耿直的他告诉工作人员，他

希望和妻子一起去美国留学，因为他

无法承担来回机票的费用，无法忍受

夫妻分居的苦楚。没想到，竟然被批

准了。吴君亮和妻子一起飞到了美

国休斯顿，在这里，他们有了新的家。

初到美国时，吴君亮怀里有姨夫

借的 1万美元，以及经商攒的几千美

元。有妻子在，回到家里有热饭，又

有人洗衣服，吴君亮的生活挺滋润。

吴君亮从休斯顿大学研究院毕

业后，导师推荐他读政治学博士，但

是政治学博士至少要读 5年，很难毕

业。一番斟酌后，吴君亮决定还是先

工作，赚钱养家。刚好所罗门证券公

司到休斯顿开拓业务，他就报名并被

录取了。他的工作是给客户提供投

资建议。他为人勤快，服务态度也

好，吸引来一个大客户投入十多亿美

元的资金，让同事对他刮目相看。

那时候，他就已经拿到 10万美元的

年薪。

没多久，因为人事变动，他和一

个好朋友一起辞职，合伙开了一家公

司，他拿出 10多万元积蓄作为公司

的启动资金。第二年，公司就赚了上

百万美元。不久，一家大公司以数百

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吴君亮的公司。

吴君亮此后还做了不少业务，还

曾担任休斯顿美中商会会长。同时，

他一直关注中国股市。中国股市开

市之初，吴君亮就参与投资，并从

1996年起在《股市动态分析》开设专

栏，发表文章。1997年，吴君亮曾投

资开办重庆集成投资顾问公司和重

庆集成证券培训学校，曾策划重庆港

九和乌江电力的上市方案，在两公司

完成上市后，因家庭原因，返回美国。

2007年，在孩子上了大学后，吴

君亮和妻子回到中国，这次是长期在

中国待了下来，君亮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一直开到现在。吴君亮在赚钱的

同时关注社会，他说，要将盈利的

10%回馈社会，推动国家进步。

在一篇文章中，吴君亮表示，如果

中1000万元，会将这些钱捐给那些当

年很勇敢，后面又被生活打击，意志有

些消沉的同学们，希望他们能保持当

初的那份情怀。吴君亮没有经历这

些，他意志一直昂扬，对股票市场抱有

很高期望，对未来发展同样如此。

在与我的交谈中，吴君亮条理清

晰地说起自己的经历，说起那些普通

人很难有的奇遇，好似集合了好几个

人的人生。很难的事儿，到吴君亮那

里，就显得云淡风轻。有些人回忆过

去苦大仇深，吴君亮开启的好像是

“容易”的那个门。

除了外力帮忙，他自己的努力也

很关键，他生活本来就不差，又善于

审时度势，未雨绸缪，提前想清楚优

势和难点，成本小见效大。所有这一

切，共同成就了今天的他。

他有自己的坚持。讲一个细节：

在我们吃饭时，一份葱油鸡，因为和

之前做法不同，且与菜谱上的样品不

符，他叫服务员好几次询问，坚持退

掉。吃罢饭，又坚持打包，不浪费，活

出自我。在他身上，做什么都显得坦

荡自然。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吴君亮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