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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勇

近段时间，工作之余，我在读格非和迟

子建的小说，这两位作家都是茅盾文学奖得

主。阅读的过程中，或许是受财经媒体从业

者的职业习惯驱使，我突然对茅盾文学奖的

奖金问题产生了兴趣，便上网检索相关信

息。结果发现，关于茅盾文学奖奖金事项的

官方介绍和各类报道虽然有，但是不成体

系，信息披露不够充分，给人以雾里看花之

感。于是，我就动了写这篇文章的念头。

先来简要重温一下茅盾文学奖的基

本知识。1981年，中国作家协会根据茅

盾先生遗愿，用他捐献的 25万元人民币

稿费成立一个基金，在此基础上设立“茅

盾文学奖”，旨在褒奖中国作家创作的最

优秀的长篇小说。最初定为每三年评选

一次，后改为每四年评选一次 。茅盾文

学奖评选活动迄今已举办 11届，每一届

评选出的获奖作品数量，多则7部，少则3
部，大多数情况下为5部。茅盾文学奖是

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学奖，

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对繁荣中

国文学创作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接下来，不妨以经济学视角，对茅盾

文学奖的奖金问题做一番爬疏与探究。

其一，关于茅盾文学奖奖金的来源。

实际上，除了茅盾先生捐赠的25万元人民

币稿费之外，茅盾文学奖的基金也包含一

部分政府拨款和一部分社会捐助。三者

共同构成茅盾文学奖基金的来源。

其二，关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

奖金分配。根据可查的官方历史公开信

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奖金，最初是

来自茅盾文学奖基金存款所产生的利

息。那么，每一部获奖作品的具体奖金

数额是多少？2011年（也就是第八届茅

盾文学奖的颁奖年）之后的，在相关新闻

报道中容易查询到。2011年之前的某些

年份，就不太容易查询到，尤其是上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对应着第一届、第二

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那个时间段中，每一部获奖作品的具体

奖金数额披露或报道就更不充分了。

我在网上检索到几篇追忆作家路遥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的散文，通过

文中路遥说的话才得知，那一届茅盾文学

奖每部获奖作品奖金为 5000元人民币。

由此推测，前三届茅盾文学奖每部获奖作

品奖金应为5000元左右。2008年，据一篇

报道茅盾文学奖的新闻报道披露，当年颁

发的茅盾文学奖奖金大幅提高，每部作品

奖金增至5万元人民币，由此推测，之前的

20多年中，茅盾文学奖每部作品奖金大致

维持在5000元至5万元人民币之间。2011
年，李嘉诚基金会向茅盾文学奖一次性捐

款500万元，得益于此，当年颁发的茅盾文

学奖奖金大增9倍，由每部5万元人民币飙

升至每部50万元人民币。在当年举行的第

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获奖者刘震

云在发言中对李嘉诚先生的慷慨解囊表示

了感谢。这个奖金数额维持至今。

其三，关于茅盾文学奖奖金的管理问

题。我原本以为有“茅盾文学奖基金”或“茅

盾文学奖基金会”之类的独立机构或组织，

结果在网上遍寻不着。进入中国作家协会

官方网站检索，虽然关于茅盾文学奖的词条

或新闻有不少，却没有看到“茅盾文学奖基

金”或“茅盾文学奖基金会”的影子。一个合

理的推测是，当年根据茅盾先生的遗愿成立

的基金，可能只是一个专款专用的账户，由

中国作家协会具体管理。茅盾文学奖奖金

的这种管理方式，颇有中国特色，与我们所

熟知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由诺贝尔基金会

管理这个方式大不相同。

诺贝尔奖（其中也包含有文学奖）设

立至今已有100多年，其成功的诸多原因

中，就包括奖金是由专业、独立的基金会

管理运营这一招。正因为如此，100多年

来，诺贝尔奖的初始基金如滚雪球般越

来越多，奖金也不断提高。而且，在诺贝

尔基金会管理下，诺贝尔奖的奖金账目

非常透明，关于它如何投资理财、如何保

值增值或亏损、如何收支、管理人是谁又

是如何聘请的、各种资产配置明细以及

变动等信息，都在每一年的公开年报中，

向公众交代得清清楚楚。不仅如此，每

年的诺贝尔奖颁发前，瑞典官方都要隆

重发表讲话，将当年总奖金为多少、每个

获奖者奖金几何这些信息告诉全世界，

相关新闻报道也不会遗漏一点。

相比之下，茅盾文学奖的奖金管理方

式就有些朦朦胧胧。直到今天，公众中很

少有人能完整、系统地说出每届茅盾文学

奖的单部作品奖金是多少；也很少有人知

道茅盾文学奖奖金的专用账户上还剩下

多少钱、后续是否够用；除李嘉诚基金会

外，是否还有其他机构或个人向茅盾文学

奖基金提供捐助，以及政府的相关拨款有

多少等信息，公众也所知甚少。作为中国

最重要且在国际上有知名度的文学奖项，

茅盾文学奖奖金的管理方式理应更公开、

更透明、更科学，这样才会更有公信力。

诺贝尔基金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对象。

我曾经私下里和一些作家（包括几度入

围茅盾文学奖提名的著名作家）聊过茅盾文

学奖奖金的事情，发现他们对此不甚了解，

又都很好奇，想知道详细。因此，写下这篇

文章，小小地呼吁一下，也许并非多余。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从经济学视角
看茅盾文学奖奖金管理

周春媚 从山东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发，

沿着狭长的海岸线向东南方向驶去，一

路上，蔚蓝的大海在车窗外无边无际地

向远方铺展，成群的海鸥翩翩飞舞。一

个小时的车程中，帧帧如画的美景从眼

前不断飞逝而过，连缀成属于海滨城市

的独有浪漫。

不久前，我赴烟台采访调研，探寻

这座崛起于山海之间的城市的发展密

码。烟台坐拥 1071 公里绵长的海岸

线，贯穿整座城市，大海无疑是其最亮

眼的特征与标签。由于从小在沿海城

市长大，我对海滨城市有一种天然的亲

近感。在我看来，大海象征着广袤与无

边，包罗着无限可能。相比于气质更为

沉稳、持重的内陆城市，拥有大海的城

市往往更显灵活、开放和进取，也更无

惧于冒险、挑战与创新。

位于胶东半岛上的烟台，受海洋精

神的熏陶，无疑有着开拓进取的一面。

今年年初，烟台宣布 2023年GDP突破

万亿元，成功晋级“GDP万亿俱乐部”。

烟台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仅是山东省

继青岛、济南之后的第三座万亿之城，

同时也是我国北方地区首个GDP破万

亿的非省会地级市，是当之无愧的“北

方第一地级市”。

这份成绩的背后，离不开烟台敢闯

敢试、开拓进取的奋发有为。一组数据

是最典型的例证：2018年，山东省将济

南、青岛和烟台三市确定为新旧动能转

换综合试验区。当时，烟台的传统产业

占比达70%，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占比仅

为 21.2%。然而不过五年时间，烟台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

重达到 60%以上，居于全省第二位，高

新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工业固定

资产投资比重也超过60%，居于全省第

一位。

行走在烟台的大地上，随处可见一

个个大项目、一座座产业园。位于龙口

的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目（一期）炼油

装置项目，是山东省有史以来单体投资

最大的工业项目；位于牟平区的蓝色药

谷生命岛“拿地即开工”，实现“当年拿

地、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投产”，成

为烟台生物医药产业加速崛起、蓬勃发

展的一张名片……这些成绩的取得，倘

若没有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拼搏与进

取，是决计无法做到的。

然而，正如烟台不仅海岸绵长，亦

有群山环抱，它除了有海滨城市开拓进

取的一面，也平衡融合了齐鲁文化的厚

重与守成。《烟台传》中写道，烟台作为

地理意义上的半岛，更像是一个精神空

间，“三面环海，与周边世界始终保持了

一段距离。在半岛，适于扎根生长，也

适于扬帆远航”。烟台独特的城市地理

特征，成为其城市气质与发展模式的一

个隐喻——一只脚不断向着大海挺进，

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只脚则结

结实实地踩在大地上，从传统中吸收经

验、汲取养分。

烟台的厚重与守成，首先是源于厚

实的实业家底。作为近代民族工业的

发祥地，烟台造就了历史悠久的酿酒

厂、造钟厂和罐头厂，张裕葡萄酒、北极

星钟表、飞轮罐头等品牌曾畅销全国各

地。不仅如此，华侨实业家张弼士“实

业兴邦”、兴办张裕酿酒厂的故事更是

家喻户晓，让发展实业成为流淌在城市

血脉里的基因。多年来，烟台已构建了

门类齐全、配套完善、优势突出的工业

体系。在全国 41个工业大类中，烟台

的工业体系就涉及37个。

我走访过多座城市，但从未有一个

地方像烟台一般，无论是政府官员、投资

机构还是企业家，每个人都对发展实业

有着如此一致的共识与笃定的坚持。

企业家踏实办企业，深耕主业十余年甚

至数十年的例子不胜枚举。金融则发

挥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是

提供信贷支持还是进行股权投资，最终

目的都不仅是获得财务回报，而是助力

企业做大做强、助推产业落地烟台。

厚重与守成的另一个体现，是充分

尊重历史成就与现实状况，先立后破，

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长久

以来，烟台传统工业占比高，在产业结

构上偏重化工、有色金属等重工业。在

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烟台在求

新的同时也注重守成，未对作为支柱的

化工产业弃而不用，而是大力推动化工

产业向绿色化、高端化的方向发展。

化工龙头万华化学是烟台在守成

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的缩影。扎根烟台

40余年，这家老牌国企是烟台市值最

高的上市公司，过去曾凭自主创新打破

了国外对 M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

酯）技术的封锁。近年来，万华化学发

力创新性减碳，MDI废水循环再利用、

氯化氢氧化回收等全球首创和领先的

技术为石化化工产业贴上了高端、绿

色、低碳的新标签。在当前各地竞逐新

质生产力的浪潮之中，烟台为老牌工业

城市怎样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焕新”打

了一个样。

山与海、新与旧、进与守，烟台融合

着这些元素，在巧妙平衡之间找到自身

的生存之道。这样的城市也滋养了这

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在烟台采访几

日，笔者接触到了多位当地企业家，他

们尊重传统却也拥抱新事物，待人处事

沉稳却又不失灵巧，扎实深耕主业的同

时，视野开阔、嗅觉灵敏，总在追逐甚至

引领着行业的新浪潮。

与烟台企业家聊起烟台的城市精

神与性格，经常能得到一个意味深长的

微笑，以及“需要细品”的建议。说起细

品，在烟台总免不了要品尝一杯当地盛

产的张裕葡萄酒。我想，烟台就恰如这

一杯张裕葡萄酒，最初由张弼士怀着一

腔实业报国之志打造，曾获孙中山“品

重醴泉”的题词，浓缩着民族荣辱浮沉

的历史，多少带着些沉重的色彩。但

是，葡萄酒也代表了一种开放、轻盈的

生存态度，微醺半醉之间，烟台人笑望

历史风云，纵身融入世界大潮，向无边

的海域开辟出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山海烟台：在开拓与守成之间

罗曼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技迅猛

发展的背景下，人才已成为推动经济

增长的关键因素。正如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李家超所说，战略性专业人士

产生创新思想，带来新产品、服务和

技术的改进，是整体经济受益和成功

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深刻认识

到这一点，并于 5月 7—8日举办首届

“香港·全球人才高峰会”，共同探讨

如何利用香港的独特优势，吸引和培

养顶尖人才，为香港乃至全球的经济

发展注入新动能。

香港特区新一届政府求贤若渴，

上任以来推出“高才通”“优才通”计

划，降低投资移民金额门槛等，反响

热烈，初见成效。截至今年3月底，已

有约11万人才经各人才计划来港，其

中“高才通”共收到约 77000宗申请，

近62000宗已获批。

这些人才的加入，不仅为香港注

入了新鲜血液，也为本地的创新科

技、金融服务、文化教育等行业带来

了新的活力。这种人才流入与经济

发展的双赢局面，充分证明了香港

“抢人才”战略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不难理解香港“抢人才”背后的

深层意义。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

运中心，香港一直以其开放的市场环

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全球目

光。然而，要在全球化竞争中保持领

先地位，必须构建一个强大的人才

库。但“抢人才”只是“人才战”的第

一步，“抢”来的人才如何留住才是关

键，如今有约 11万名人才来港，但相

关服务人才的配套政策，例如创业就

业和子女就学的支援、完善科创生态

的举措等是否到位呢？

如何留住人才？香港需要在政

策创新、服务配套、产业协同、文化交

流和生活环境等方面持续优化。政

策创新是吸引人才的关键，香港需要

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工作机会、生活环

境和发展前景。服务配套是留住人

才的基础，香港需要加强对人才的服

务体系，确保人才在香港的生活和工

作得到全面支持。产业协同是发挥

人才作用的平台，香港需要推动人才

与本地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人才的

创新成果能够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效

益。文化交流是增强人才归属感的

方式，香港需要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交

流与融合，打造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

国际化都市。环境优化是提升人才

生活质量的保障，香港需要持续改善

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使香港成

为一个理想的居住和工作之地。

而在具体措施方面，香港特区政

府需要继续推出更“接地气”的利好

政策，如为符合相关条件的留学生直

接落户并提供人才奖励、生活补贴、

租房补贴、创业补贴等。“良禽择木而

栖”，在内地城市租房价格相对低廉、

居住环境媲美香港且具有优厚政策

的情况下，人才自然也会“择城而

居”。因此，特区政府也可考虑为“港

漂”群体提供更好的福利待遇，如给

予人才生活补贴、租房补贴，或兴建”

人才公寓”，为人才提供更优惠、更舒

适的居住环境，这样不仅可以降低人

才生活成本，也有助于人才储存积蓄

日后在港置业安居。

另外，特区政府可以考虑缩短人

才获取永久居留权的年限，进一步优

化“落户”政策，目前通过各种途径来

港的人才要想拿到永久居民身份，需

在港连续居住7年，但这个时间较长，

会让许多人才望而却步，也会对香港

“抢人才”产生一定阻力。

总之，香港的“抢人才”战略是一

项具有远见和战略眼光的举措。接

下来就是如何继续优化政策，留住人

才，从而为本地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

贡献新的动力。随着全球人才的不

断汇聚，香港的未来将更加光明，一

个充满活力、创新和包容的国际大都

市会继续耀眼，这不仅是香港的机

遇，也是全球人才的机遇，期待香港

在全球人才竞争中书写新的辉煌。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揽才之后要留才 香港还需放大招

于智超

SPAC 即“特殊目的并购公司”

（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rpo⁃
ration）。按照美国的操作手法，SPAC
公司管理人先募集到管理资金，随后

在OTCBB（场外柜台交易系统）上市

交易，成为一家“纯现金”公司，然后

再在规定的时间内收购重组目标企

业，从而达到合并上市的目的。现如

今，SPAC作为在港股、美股流行的上

市模式，已经操作成功了多宗案例。

笔者研究了中国内地借壳上市

的诸多案例，认为它们是变异版本的

“国产 SPAC”。为什么这样讲呢？国

外 SPAC 是先用公募的资金去完成

“壳”的制造，国内的资本攒局也是需

要有产业投资方和财务投资方，去协

同拿下某个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

权。不过，“国产SPAC”跟出资方诉求

相关，如果出资方是地方国资公司，

那么搬迁上市公司注册地基本是第

一诉求。如果出资方是产业方，那么

装入其资产便是第一诉求。当然也

存在多方共同出资去拿下上市公司

控制权的情况，比如保险资金需要有

风险控制很强的标的，加持的资源方

越多，风险控制也就越到位，安全性

是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多重

资方有可能形成共识，地方国资诉求

是搬家，保险资金诉求是风险厌恶且

稳健，银行并购贷款诉求是稳健加能

还上贷款及利息，产业方需求是在监

管趋严上市难的资产证券化和二级

市场流动性。

二级市场对一级市场的“不友

好”显而易见，大批的一级市场投资

机构已经把最佳退出方式由原来的

IPO上市转变为被上市公司并购或者

借壳上市，收益高低暂且不论，只要

能够安全保证 LP（有限合伙人）们的

资金，即使自己能够少分甚至不分后

端分红，至少保住了自己在LP眼中的

形象，也能保住一级市场投资机构间

的口碑。排遣情绪的名句就是“牢骚

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留得

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住了市场地

位和口碑，就能确保在政策变好之后，

容易找到因为保住老本儿而对自己印

象甚佳的LP们组建新的基金产品，继

续自己在一级市场投资的生涯。

有不少一级市场机构也在自行

找钱收购上市公司，自己手里握住一

个主投行业的上市公司，在未来被投

标的退出的时候，可以作为自保的

“杀手锏”。从长远来看，可以在未来

基金募资时作为震撼 LP 的“一把利

器”，让他们看到自己一二级联动的

能力，也能增强对投资稳健的另外一

种理解。这其实也是一种更纯粹的

“国产 SPAC”，不但上市公司在手，自

己投资的关联资产也在手，可以让被

投标的也愿意降低估值被投资。就

像一个米其林饭店的大厨，团队把

锅、菜、调味品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

下锅，不再需要焦虑地等某一样必需

品到了再下锅。

笔者认为，在 IPO“限流”的当下，

能够让投资人成功获利退出，便是基

金管理人对 LP最负责任的表现。二

级市场表现不佳的时候，曾经有公募

基金经理没有任何操作便获得了榜

单前列席位；一级市场也是如此，假

设退出困难，那么本金的退出已经是

再庆幸不过的事情了。纳斯达克上

市的 SPAC要求国内企业净资产达到

500万美元以上，上年利润不低于100
万美元。而国内装入的资产要求会

更高，利润越高，越能对现有壳公司

的市值管理产生正向导引，参与方更

能保证资金安全。

港股、美股的 SPAC 是能够在资

产装入时拿到一笔资金的，操盘手和

背后资方也只为赚取财务收益。而

“国产 SPAC”给操盘手背后资方带来

的不仅仅是赚钱一个结果，还可以给

地方国资资方带来注册地搬迁的上市

公司，增加当地上市公司数量，完成主

政官员的KPI；让一级市场机构资方在

投资退出上获得了腾挪空间，为整个

投资项目池赋予了退出通道和安全

感；让产业资方发掘了新的上市流通

渠道，可以通过定增等再融资方式向

市场要钱，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主营业

务；让保险资管资方获得了稳定的固

定回报，且有优质资产的上市公司为

自己“保底”；让银行并购资方获得了

贷款稳定回收，以及利息回报。

由此可见，“国产SPAC”的出现是

应时机而生，应市场而生，又可以满

足各位出资人的诉求，是一种可行的

资本运作方式。

（作者系经济学者、资深投资人）

“国产SPAC”会流行起来吗？

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超然论事】

“国产SPAC”

是应时机而生，

应市场而生，又

可以满足各位出

资人的诉求，是

一种可行的资本

运作方式。

【口舌之勇】

作为中国最

重要且在国际上

有知名度的文学

奖项，茅盾文学奖

奖金的管理方式

理应更公开、更透

明、更科学。

【媚眼看市】

山与海、新

与旧、进与守，烟

台融合着这些元

素，在巧妙平衡

之间找到了自己

的生存之道。这

样的城市也滋养

了这片土地上的

芸芸众生。

【市场曼谈】

随着全球人

才的不断汇聚，

香港的未来将更

加光明，一个充

满活力、创新和

包容的国际大都

市会继续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