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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宇杂谈】

市场参与者都在“砍

成本”或适应“砍成本”。砍

完成本，行业转型的时候

才会到来，毕竟改革都是

倒逼的。

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李宇嘉

遇到困境，企业第一选择可能

不是转型，而是收缩。因为转型不

啻于革自己的命，收缩才是确定性

最大、风险最小的存活策略，特别是

市场空间和盈利前景不明朗时。砍

成本是收缩的首选，也就是把繁荣

期那些合理、不合理的成本都砍掉，

先确保生存下来，再谋求发展机

会。当下，房地产正经历史无前例

的回调期，行业全链条“砍成本”运

动正在进行时。

地产红火的那十几年，很多成本

都往上加，比如高额地价、高额税收，

让开发商配建保障房，配建道路和学

校等基建，甚至是公职人员的奖金和

绩效等等。大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是，“财政困难了，那就卖几块地”。

也没关系，房价还在上涨，市场也足

够大，能覆盖一切支出。但现在，形

势逆转了，这些成本要降下来。

首先砍掉的就是过高的地价。

近段时间，各地都在降地价，比如把

之前竞配建、竞自持的一些公共设

施砍掉了，这本身就是地方应该承

担的职能；比如，各地都在推“先租

后让”“弹性年期”“混合功能”等土

地出让新模式，本质上是降低用地

成本；再比如，近期北京规定，新挂

牌商住混合用地要明确住宅、商

业、公建等不同属性的起始价，或

叫“地价分摊”。

这么做，最大好处就是改变按

平均楼面价计税，直接降低税费成

本。同时，公共设施和租赁地块分

宗以及低地价，提高了发行REITs、
申请专项债等最低收益率要求。其

次就是砍掉中间成本，或“不让中间

商赚差价”。近期，地产商一个新现

象是“建筑系”“供应商系”崛起，比

如央国企建筑类、施工类、市政类企

业的地产平台纷纷进入了全国各地

销售榜前列。

再比如，地产材料供应商（防

水、建材类龙头企业）在土拍市场上

很活跃。这么做的逻辑就是，将拿

地、开发、施工、采购、销售等链条内

部化，把总包、供应商的成本砍掉

了。更有企业还推进职能部门业务

化改革，将人力、营销、设计、报建等

剥离出去成立子公司，比如 2022年

底旭辉人力资源部转型成立的旭兴

咨询，近期公司称一年来已实现盈

利一千多万元。

再次就是砍掉融资成本。过

去，经常有开发商疾呼，银行才是楼

市的最大赢家，我们也屡屡听到，民

企开发商综合融资成本达到 10%以

上。对个人来说，这种体验更加清

晰，但凡期限在 30年等额本息的按

揭购房，其利息和贷款金额相差无

几。现在，这个成本也开始逐步砍

掉了，比如去年底各大银行一次性

降低存量房贷利率，惠及5000万户，

平均利率直降74个基点。

对新增按揭贷款的利率而言，

这 两 年 也 下 降 了 100 个 基 点 左

右。根据贝壳研究院监测，2023
年 12 月百城首套、二套房贷平均

利率分别为 3.86%、4.41%，降至历

史最低点。还不止于此，近期房

地产新模式的“三大工程”，全部

启 动 项 目 清 单 制 下 的 低 成 本 融

资。各地上报的城中村改造、保

障性住房项目清单，国家部委审

核后，资金能平衡的项目就推给

国开行、农发行等政策性银行。

政策性银行审核后将项目推送

给各地分支行，后者据此发行抵押

补 充 贷 款（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即PSL），同时专项债、专项

借款等也据此投放，上述融资利率

均在 2%左右。租赁也是如此，近期

1000亿元“租赁住房贷款支持计划”

就是央行以 1.75%的利率给商业银

行贷款，商业银行以不高于 3%的利

率给租赁企业贷款，鼓励后者收购

存量房做长租房。

最后，业主“降价售房”“降价求

租”也如火如荼。近期，媒体报道

一二线热点城市二手房价和租金都

在下跌，且降幅比较大。事实上，

当购房者、租房者支付能力下降，

他们越来越强调性价比、承受力，

越来越多的业主接受现实，接受中

介的建议，将房价、租金一次性降

到位，以求迅速成交，避免空置和

进一步的资产跌价。总之，市场参

与者都在“砍成本”或适应“砍成

本”。砍完成本，行业转型的时候

才会到来，毕竟改革都是倒逼的。

当然，早转型早主动。

（作者系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
中心首席研究员）

地产行业正在全面“砍成本”

【一想就通】

收益一定与风险相伴，

账面上的每一分回报，都早

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李想

在业内，鼎益丰一直是谜一样

的存在，即使在去年8月份市场传言

其出现兑付危机，鼎益丰投资经理

依然还在对外疯狂兜售高收益理财

产 品 ，对 外 号 称 最 高 收 益 率 达

100%。根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有

不少投资者很认可这种“收益率高

到离谱”的套路。

但这种畸高的收益率最终支撑

不下去了。鼎益丰创始人之一马小

秋 2023 年 12 月因携款偷渡出国被

采取措施。1月16日，投资人一波接

一波地去鼎益丰办公地点询问到期

产品何时兑付，现场鼎益丰的工作

人员声称公司目前资金链断裂，无

法如期兑付，并请投资者给实控人

隋广义时间处理。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鼎益

丰的投资骗局其实并不高明，稍有

常识就能很快识破，为何依然有这

么多投资人入局？鼎益丰对外宣传

的诸多说法，都打着“超越常识”的

伪科学烙印，比如隋广义编织的产

业版图中，覆盖了当下最火的行业

甚至超前的高科技项目，包括人造

太阳、光子飞船等，这些高门槛的技

术产业，在隋广义的宣传口径下变

成了无需沉淀，通过信念就可达成。

除此之外，鼎益丰自称是持牌

机构，但其持有的是香港1、2、4、5、9
号金融牌照，业务却在内地开展，通

过售卖原始股集资。根据证券时报

记者掌握的相关合同来看，这些合

同的法院管辖为香港地区的法院，

协议里的很多条款对投资人暗藏

“杀机”，加之香港地区高昂的诉讼

成本，投资人想要维护自身权益将

困难重重。

鼎益丰的一系列操作到底是不

是庞氏骗局，其实很多人心里已有

答案。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去年两次发出风险提示，警惕鼎益

丰“非法集资”，鼎益丰及关联主体

以“禅意投资法 ”等吸引投资人

认购其“原始股权”或“期权”，存在

非法集资风险。目前，相关投资活

动已出现返利延期、合同到期未退

款、难以兑付等情况。

尽管被媒体多次报道，并且还

有监管层三番两次地提示风险，但

部分投资人仍然置若罔闻。记者在

深入采访调查过程中发现，隋广义

的“信徒”们经常反驳说，“你见过哪

个庞氏骗局坚持 12年零违约，让投

资人实现财富自由的吗？”然后再通

过拉身边的熟人入局，疯狂为其站

台，美名其曰“一起发财”，但实际上

谁都不想成为击鼓传花的最后一

棒，于是前人拉后人，大家一起为这

场投资骗局买单。

而此次鼎益丰爆雷危机，揭示

了金融市场中潜藏的风险，以及对

投资者进行风险教育的迫切。前银

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就曾表示，收益

率超过 6%就要打问号，超过 8%就

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

本金。但现实却是，大量不具备金

融基础知识的人，成为非法金融活

动围猎的目标。希望更多的人能够

明白，收益一定与风险相伴，账面上

的每一分回报，都早已在暗中标好

了价格。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鼎益丰事件的反思

孙勇

蛰伏了三年的中国电影市场，

终于迎来了雄起向阳的好时光。国

家电影局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全国电影总票房549.15亿元

（相当于历史票房最高峰 2019 年

85%的水平）。其中，国产影片票房

460.05亿元，占比 83.77%；城市院线

观影人次 12.99亿；全年共生产故事

影片 792部，影片总产量为 971部。

与此同时，灯塔研究院发布的《2023
中国电影市场年度盘点报告》指出，

与过去三年相比，全国电影票房大

幅上涨七成，成功恢复至 2017年水

平，而人次也实现六成增长，使得人

均观影频次升至2.58次。

这个亮丽的宏观数据，与我个

人的观影经验是吻合的。2023年，

我一共去电影院看了8部电影，分别

是《深海》《消失的她》《孤注一掷》

《长安三万里》《八角笼中》《奥本海

默》《涉过愤怒的海》《三大队》。我

的这个“8”，是去年中国电影观众人

均观影频次的 3倍多，所以 2023年

中国电影市场的好转，也有我的一

份小小贡献。

疫情三年，影院的观众有所流

失。有人据此预测，中国电影市场

恐将一蹶不振。但是，2023年中国

电影市场复苏的事实，让这个悲观

的预言“破产”了。当然，这是一个

让大家都高兴看到的“破产”。

关于中国电影市场好转的原

因，各路机构和专家们见仁见智，我

也不妨谈谈自己的看法。这个原

因，大而言之，就是中国老百姓对美

好、愉悦的精神生活的向往，爱上影

院看电影正是这种向往的体现；小

而言之，就是有才华的电影人越来

越多，他们源源不断地拍摄出优质

的、有吸引力的电影作品，与此同

时，中国老百姓也有能力掏钱走进

电影院，在财务上实现观影自由的

人越来越多。

写到这里，有必要做一个补充

解释。当越来越多的国人不愿意

花巨款买房时，他们的钱包就能腾

出空间来，为旅游、电影、演唱会等

中、小型消费留下一席之地，这就

是消费的替代效应。过去的一年

里，中国楼市低迷，但旅游景点、明

星演唱会非常火爆，电影院的人气

也在迅速上升。这种冰火两重天

的反差，可以从消费的替代效应中

寻找到答案。

日益火热的小视频，会抢占人

们的娱乐时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人们走进电影院的欲望，但是，

小视频很难替代电影。观众走进电

影院，不仅要享受更好的画面与音

响效果，而且要体验影院中特有的

场景与氛围，那种场景与氛围有某

种难以言说的迷人之处，甚至会让

人上瘾。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中

国内地单身族与丁克家庭的增多，

也会对电影市场形成利好。单身族

与丁克家庭生活上和财务安排上更

自由，这种自由带来的结果之一，就

是他们喜欢经常光顾电影院。

尽管与美、欧、日、韩相比，中国

的电影制作水准尚有差距，但也要

看到，这些年来，中国电影一直在努

力中前行，进步可圈可点：优秀的新

导演、新演员、新编剧、新摄影师、新

剪辑师、新特技师、新音乐人层出不

穷，电影的题材领域也在不断拓展，

这一切，正是中国电影的希望所在。

在资本运作方面，中国电影也

玩得顺溜，手段丰富且融资渠道多

元，有机构的、有个人的、有国内的、

也有国外的。在国内外上市的中国

影视公司有多家。总体看，中国拍

电影并不缺钱，只要有好作品，资本

就会蜂拥而至。

2023年，中国内地城市院线净

增银幕数 2312 块，银幕总数达到

86310块，继续位居全球第一。国家

电影局公布的这个数字，也让人感

到惊喜。最近几年，仅凭日常生活

经验，我们每个人看到身边的影院

有开张的，有关闭的，有的人甚至觉

得身边关闭的影院比开张的更多。

在这个问题上，权威研究机构在全

国范围内的整体统计，显然比个人

在有限生活区间的片面观感更可

靠。银幕数量的增长，说明投资人

总体上看好中国电影市场的前景。

而2023年中国电视市场的良好复苏

态势，也会强化银幕投资人的信心。

我是个电影爱好者，中国电影

市场走向繁荣，我当然乐见其成。

而作为一个生活在深圳的影迷，我

也很高兴看到这样一则消息：据央

视 CCTV6《中国电影频道》报道，在

2023年中国全年电影票房549.15亿

元中，广东省贡献了超 67亿元的票

房，观影总人次 1.58亿，多项指标均

居全国第一。位于深圳龙华区的

CINESKY 新天影院壹方天地 IMAX
店和位于深圳南山区的百老汇电影

中心影城两家影院，包揽了全国影

院年度票房的冠亚军。由此可见，

深圳电影市场的票房，已经成为中

国电影市场的风向标了。这是一件

值得深圳人开心的好事情。祝福深

圳电影市场日益兴旺！祝福中国电

影市场持续向好！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乐见中国电影市场稳步向好

【口舌之勇】

这些年来，中国电影

一直在努力中前行，进步

可圈可点：优秀的新导演、

新演员、新编剧、新摄影

师、新剪辑师、新特技师、

新音乐人层出不穷，电影

的题材领域也在不断拓

展，这一切，正是中国电影

的希望所在。

【念念有余】

我们对故事很着迷，

想体验不一样的人生。优

秀的作者可以缝合创造各

种故事塑造各种人物，无

中生有，呼之即来，调动出

各色人等凑出一个绝妙的

故事。

余胜良

精妙的故事，精彩的画面，帅气

的男主角或者漂亮的女主角，痛苦

的抉择，阴差阳错的情节……这是

大多数文艺作品调动观众情绪所采

用的标配，而大多数观众也很吃这

一套。

这段时间，电视剧《繁花》引发

热议。话题包括股票、外贸、情感纠

葛等；一位几乎没有缺点又多情的

男主角，处处得女人喜欢，黄河路一

条街的焦点都是他，好多棘手的事

儿到他手里都能解决；摄影棚里调

出的光影，处处都是特写。

如果有人真去黄河路看，会发

现现实和作品很不一样。就是当地

的原居民回忆起来，也会与《繁花》

中所表现的大不相同，只记得当地

曾有几家店铺比较火。

但是这不妨碍当地人会喜欢这

个作品，因为这里面的腔调显得很

有品位，为这个城市增添了光彩，外

地人也喜欢，他们从中看到了一个

新大陆一样的故事。

影视作品抽象了某些特质，甚

至凭空捏造了一些特点，就跟光线

一直照在某些主角上，一直照在他

们的半边脸上一样，导演希望借此

来完成聚焦。

我们日常生活是发散的，很少

有焦点人物出现，看到和听到的事

情都很普通，精力高度分散，除了工

作，还要应对衣食住行、子女教育，

一天被分散成很多段落，大多是鸡

毛蒜皮，没有“爽”文所描述的情节。

所以我们对故事很着迷，想体

验不一样的人生。优秀的作者可以

缝合创造各种故事、塑造各种人物，

无中生有，呼之即来，调动出各色人

等凑出一个绝妙故事。

导演的能力是聚焦，镜头就是

指挥棒，我们在观看影视作品的时

候，是跟着指挥棒在走，比如普通的

室内布置，镜头走动就带来动感，导

演要求我们聚焦在某个人物、某段

故事，我们就跟着进入，不用考虑其

余令人分散精力的庸常枝节。摄影

图片也是如此，模特需要凹造型，角

度需要刁钻，普通角度的作品，很难

抓人眼球。

各种小说、小品文将某些内容

提炼出来，从而获得读者关注。我

们熟悉的文学作品，作者也拿着指

挥棒，指挥我们眼球的聚焦点，我们

看到的悲欢离合，都是作者提炼出

来的，我们由此会忽略故事不合理

的部分，比如《繁花》中爷叔的形象，

他的能力就太过神奇。

这样的作品才有传播力，因为

我们并不在意真实发生了什么，直

接需求是调动情绪呼应能力，刺激

记忆和好恶。我们拿着武侠小说放

不下手，不是想从中学到什么，而是

为了让自己紧张或愉悦。

我们熟悉的人物和故事，基本

上都来自文艺作品，这些人物已经

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

经常拿来举例说明某个道理。三国

真实故事的传播力没有《三国演义》

强烈，古代传下来的多为神话，是因

为口口相传，传播者主动对故事进

行筛选，故事会变形，有利于传播的

部分会留下来，继续夸大，传播重新

塑造并决定了故事。

即使是新闻作品，也有很多取

舍，作者会有意识砍去那些传播力

不强的部分，即使这些部分也很重

要，造成的结果是事件的本貌被肢

解。纪录片会选择很典型的故事，

比如特殊群体，一个很稀有的故事，

也是为了有传播力。

文艺作品不是现实世界，但可

以有些微对应关系。真实世界更为

丰富，细节更多，即使是同一个时代

和事件的亲历者，感受也有很大差

异。中国如此之大，各地情况迥异，

想要深入了解，需要局限在文艺作

品的层面。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文艺作品提供消费娱乐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