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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锦秋 8月16日晚，证监会公布了对章建

平、方德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事由是

借用、出借证券账户，两者为翁婿关

系。笔者认为，本案对亲属之间操作证

券账户划出了清晰的法律红线。

2020年 3月 1日起施行的新《证券

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违反规定，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或

借用他人的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第

一百九十五条规定，出借或借用证券账

户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处 50万

元以下罚款。据行政处罚决定书，2014
年7月15日，方德基的证券普通户及信

用户开立，2020年3月1日至2023年10
月 27日，方德基将上述证券账户出借

给章建平使用；两人均被处以 50万元

顶格罚款。

章建平、方文艳、方德基都是“超级

牛散”。据此前上市公司一份公告，章

建平与方文艳为夫妻关系，方文艳与方

德基为父女关系，三人构成一致行动

人。笔者猜测，章建平借用方德基证券

账户，可能在 2020年 3月 1日之前就已

发生，只不过此前版本《证券法》只是禁

止法人利用或出借证券账户，新《证券

法》将出借证券账户的禁止范围从“法

人”扩大到了“任何单位和个人”。

方文艳的证券账户是否也是由章

建平操作，或者两人相互操作过对方证

券账户，这个不得而知，但按笔者观点，

即便夫妻之间操作对方证券账户，也不

应视为构成借用、出借证券账户的行为。

新《证券法》实施以后，夫妻之间、父

母子女之间代为操作证券账户，是否构

成借用、出借证券账户行为，是投资者极

为关注的问题。有的家庭只有一个股

民，为了提高申购新股中签率，可能代为

操作家人证券账户；有的投资者由于工

作忙由家人代为操作证券账户。如果其

中不存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违法违

规行为，并不会损害其他投资者利益，也

不会破坏社会经济秩序和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此类行为不应归为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共同财产

包括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

多种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

理权。另外，如果父母和子女没有分

家，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很难区分哪些

是个人财产，哪些是共同财产。此时家

人代为操作其他家庭成员证券账户，与

处理自己的财产或无本质区别，不应视

为存在借用、出借证券账户行为。

笔者认为，只要是一个户口本上的

家人，相互代为操作对方证券账户，就

应豁免构成借用证券账户行为。此种

情形下，个人证券账户财产或属共同财

产，任何家人或都有权处理。一般女婿

与老丈人分属两个家庭户、不存在家庭

共同财产之说，此时就不能享受豁免。

对于自然人而言，对借用、出借证

券账户行为的认定或解释，应该持以适

当严格、狭义的解释，而不应持以较为

宽松、广义的解释。否则就将产生一个

明显的问题，有的家庭只有一人懂证券

投资，那么为了避免构成借用证券账户

行为，就只能停止操作家人账户，虽然

可将各个账户的证券财产归到一个账

户操作，但这可能带来额外交易成本，

卖出后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也可能降低。

当然，不同家庭、不同投资者的情

况各有不同，量变引起质变，如果投资

者资金量、持股量大，其投资行为可能

对证券市场价格构成一定影响力，操作

家人的不同证券账户，有时或构成“在

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

易、影响或者意图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

证券交易量”的自买自卖操纵等违法违

规行为。但此时也或不应认定为存在

借用、出借证券账户行为，惩戒应主要

针对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

总之，《证券法》立法宗旨是为了保

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

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投资者操作家庭其

他成员证券账户，一般不会违反上述宗

旨，不应视为构成借用、出借证券账户

的违法违规行为。

（作者系资本市场资深研究人士）

亲属之间代为操作证券账户应避免触及法律红线

冉慧敏 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上，500万

人口的南半球岛国新西兰共斩获 20枚

奖牌，其中10枚金牌，相当于每50万人

口产生 1枚金牌。弹丸小岛何以成为

体育强国？依照笔者近几年对新西兰

粗浅的了解，发达的体育产业和全民运

动意识，是新西兰在国际赛场上屡创佳

绩的基本盘。

新西兰体育产业的发达直观地体

现在林立的健身房和各种运动俱乐

部。走在街头，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健

身房，数量比便利店还多，而且物美价

廉。以全国最大的连锁健身房City Fit⁃
ness为例，一周会费最低 6.99纽币，换

算成人民币一天不到 5元，对当地民众

来说就是一枚掉到地上都懒得弯腰去

捡的硬币。

而且，健身房是新西兰为数不多的

24小时营业的商家，当地商场、餐厅等

都日落而息，连麦当劳过了晚上 11点

也不能堂食只能外卖，唯独健身房 24
小时灯火通明，大半夜也有众多撸铁爱

好者在里面挥汗如雨，热气腾腾宛如中

国的夜市。不过近两年，国内也出现了

通宵开放的自助健身房，我国的体育产

业正处在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新西兰除了健身房多，体育俱乐部

也多。海洋国家都具有得天独厚的水

上运动优势，皮划艇、冲浪、风帆等俱乐

部沿着海岸线一字排开，即使天气恶劣

的时候也能看到海面上有人在训练。

走在路上，英式橄榄球、足球、棒球等各

种场馆随处可见，每个社区也都有政府

兴建的游泳馆和体育中心。任何冷门

的运动，只要打开地图搜索，总能找到

对应的俱乐部，并且零门槛，感兴趣就

能去报名，年费多为几百纽币。新西兰

作为传统的移民国家，移民们带来的本

国体育项目也能落地生根，发展得很

好，包括中国的传统武术、韩国的跆拳

道、日本的合气道等都颇具人气。

据了解，这些俱乐部均为民间运

营，经费来源主要为会员会费、捐款、企

业赞助等。很多俱乐部历史悠久，祖孙

几代都从这里成长起来，婴儿还在襁褓

中就跟着父母来看哥哥姐姐们训练、比

赛。俱乐部不仅是锻炼身体的地方，更

是一个社交平台，俱乐部的会所也经常

用来举办婚礼或讲座等各种活动。当

地企业也乐于给社区的体育活动提供

赞助，球场边的广告牌通常是附近的超

市或牙医诊所的广告。得益于广泛的

群众基础，一个小小的俱乐部也能运营

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

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普通人只要有

意愿，也能投身体育产业。笔者的一个

当地朋友是自行车爱好者，他的毕生梦

想就是建一个室内自行车场馆，运营以

自己名字命名的自行车俱乐部，为此他

已经攒了半辈子钱，朋友们都相信他有

生之年一定能得偿所愿。

新西兰体育产业的发达，不仅体现

在运动品类齐全、硬件设施到位，全民

运动意识才是它的软实力。

游泳和自行车是新西兰小学生的

两门必修课，曾有一个当地人自豪地跟

笔者说，每个新西兰人都会游泳。近年

来当地政府把自行车也纳入了义务教

育体系，对于家庭贫困的儿童，学校会

给他们提供教学用的自行车。

在这种全民运动的氛围下，很多在

当地生活的华人也入乡随俗，逐渐培养

起自己的体育爱好，毕竟新西兰“好山

好水好无聊”，不搞点体育运动打发时

间，难抵岁月漫长。

当原本不爱运动的人因为耳濡目

染开始跟风搞锻炼，他就成为了当地体

育产业的一个新增消费者。据笔者观

察，周围的人为运动花钱的比例达到

80%以上，有的上健身房撸铁，有的参

加报名费不菲的马拉松比赛，有的跟风

学起了冲浪或桨板，至于有孩子的家

庭，给孩子报一门以上的运动课是标

配，由此又会带动运动装备、运动营养

等周边产业的消费。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欧美运动品牌

一直占据新西兰的主流市场，但本届奥

运会上，来自中国的国产品牌匹克赞助

了新西兰等 11个国家奥运代表团的全

部服装，包括入场式西服和领奖服，当

新西兰的运动员站上领奖台，全世界观

众都能清晰地看到“PEAK”字样，并且

曝光次数达到 20次。这种互动生动地

诠释了“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

致”的奥运精神。（作者系前财经媒体
从业人员，现旅居新西兰）

新西兰奥运战绩背后的体育产业逻辑

郑磊 货币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现

象之一，人们日常生活离不开货币，但

是对货币如何产生了解甚少。萧清教

授的《中国古代货币史》是公认的货币

史名著，图文并茂、中规中矩地讲述了

中华货币四千年来发展的历程。

最早的货币是实物，出现在母系氏

族社会，距今约 4.5万年至 1万年。粮

食、牲畜、布帛、工具、龟甲、兽角、珠玉

等都曾充当过货币，其中作为货币的某

种海贝流通了上千年时间。《中国古代

货币史》介绍了货贝、布币和刀币等远

古货币，但是没有解释当时货币的来

源，以及形态上为何与现代有如此大的

差别。

笔者遍查相关资料，认为以下说法

颇为可信。在实物货币出现时，还没有

国家和政府等现代概念，所以作为得到

人们认可的“一般等价物”，必须具备大

众都接受的“价值”和稀缺性。在旧石

器晚期，人类主要依靠采集植物和渔猎

维生，此外就以生存繁衍为要，因而存

在生殖崇拜。贝还具有一定的辟邪、多

子多福的美好寓意，成为当时最高贵的

“信物”和极为贵重的装饰品。贝无一

例外都生活在远离内陆的海洋中。中

国最常见的是货贝，它生长在东海及南

海地区，内陆并不容易得到，需要人携

带到内陆或者交换到内陆，数量上的稀

少也保证了贝的价值。

贝作为实物货币的应用大概在商

代晚期出现。作为一般等价物，实物

货币价值之锚是作信物（崇拜）或饰品

（佩戴）和稀有性。而且这种贝坚硬耐

磨，方便携带和保存，人们甚至用铜铸

成海贝的样子，充当货贝使用。在进

行商品交换时，即便实行以物易物的

方式，也要先把各自的交换物折合成

贝币来计算，其他早期的实物货币则

逐渐被淘汰了。

到商代晚期，贝已成为财富的象

征。西周的货贝也是来自东南沿海，通

过商业往来、战争俘获和夷族的进贡等

方式使其进入到中原地区。

夏商周很可能都是以游牧经济为

主的时期，农业生产不是统治阶级最

关注的事情。后来，一些生产工具、生

活用具也用来充当等价物，开始具有

了货币的职能。大约在商朝后期到西

周时，在当时农耕经济最为发达的黄

河中游地区，青铜农具——铲在交换

中也开始充当一般等价物。西周以

后，海贝作为货币在中国的历史上还

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秦始皇统一天

下，禁止用海贝作为正式的法定货币，

海贝作为货币在中国历史上使用了两

千多年。

随着青铜技术传入，金属逐渐成为

制造工具和武器的主要材料，在交换中

逐步居于首要地位，由农具铲、工具刀

等手工工具发展演变而来的青铜铸币

被后人称作“布币”“刀币”。最开始铸

造的布币和铲子的样子没有太大区别，

也有装柄的銎，而且很厚重，后来逐渐

减轻、变薄、变小，币身成为片状，更方

便携带。

在燕国、赵国、齐国主要使用“刀

币”，是因为燕赵在北方，以狩猎维生，

当地人需要切肉剥皮，加工皮货。而齐

国地处山东沿海地区，需要宰杀海产，

并晒干保存。因此他们逐渐就以工具

刀作为货币。那时铸造的刀币，大小和

手掌接近，甚至有锋利的刀尖，开刃之

后就能当作工具刀使用。

这类货币的价值是由工具的实用

性决定的，某地对一种生产工具用得最

多的话，这种生产工具就变成了该地区

的货币。人们在交换时就将刀、铲等作

为货币使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它们逐渐脱离了作为工具的实用功

能，形体变小，少数还标有布币的面值，

更接近现代的货币形态。

我国最早出现的法币是秦半两。

秦始皇不仅对货币的质、量、形、用有明

确的规定，而且集中了钱币的铸造权，

严禁私人铸钱。这是货币历史的大转

折，从此以后，货币的价值之锚与其本

体价值开始脱钩，它的流通由国家的法

律来维护，并强制其他类型的货币不得

使用。

由国家独揽铸币权和发行权，早在

秦惠文王二年已经有所尝试，当时王室

就把钱币的铸造发行权掌握在手中

了。发展到法币阶段的货币逐步与贵

金属脱钩，其本身的价值变得无关紧

要。由于只能使用这种货币，而且由法

律强制在交易中必须用它，用于缴税，

这样就确保了法币在经济活动中不可

或缺、无法取代的地位。简言之，征税

权是法币的基础，而采取何种形式是次

要的。

生产交易过程离不开一般等价

物，无论是采用实物货币还是法币，都

是为了降低交易的成本，促进交易的

达成。人们交易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

货币，而是用其换取自己所需的物

品。使用货币的原因是知道交易对手

愿意接受它。以物易物则缺乏这样的

便利性。作为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

流通中的货币不能少于生产交易和投

资对其需求量，否则不仅会降低经济

活力，而且供需失衡导致的通缩，相反

则会导致通胀。

由于经济结构复杂多变，而且经济

增长速度和规模都无法提前预测，经济

活动所需的货币数量无法测算出来，而

且还存在发行量与流通量不相等的问

题，所以货币政策本身就构成了经济出

现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种单一货币导致的问题，在存

在多种币制的情况下，情况会变得更

加复杂，在中国古代，有过金属货币和

纸币、两种或更多金属货币同时使用

的情况，往往会出现严重的货币泛滥

问题，很多朝代采用的是铜铸钱，而且

也多采用部分实物、部分货币的混合

租税方式，缓解了对铸币金属的一部

分需求，但是也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

抑制作用。

（作者系深圳经济学者）

追溯货币的本源

唐维

在一条讲中老年人补钙重要性的

短视频下方，一个高赞的留言说道：

“博主说得太对了，我爸爸一直坚持补

钙，现在80多岁了还能跑能跳。”当有

网友好奇询问补钙的具体品牌时，这

位高赞留言的网友分享了一个知名的

钙品牌。随后，评论区里陆续有几位

网友表示，这个牌子的钙确实很好，身

边的中老年亲戚都在服用。

如果经常逛 UGC（用户原创内

容）平台的网友，相信对这样的评论并

不陌生。相比于商家的自卖自夸，来

自于素人网友的真实分享显然更有说

服力。在各大UGC平台随手一翻，各

类“过来人”的现身说法比比皆是，价

格、效果、注意事项等内容应有尽有，

这种乐于分享、信息共享、网友互动的

“种草”文化，是UGC平台发展壮大的

比较优势。

然而，这些看似真诚的分享，部分

却被有心商家利用，成为其营销网络的

隐蔽一环。他们通过制造虚假评论，并

借助“刷赞”手段使其位居评论前列，以

此吸引广大网友的注意。这其中，一种

典型的形式是“我方”广告。例如，某些

公司会鼓励员工开设多个账号，日常发

布生活内容以塑造真实个人形象。当

公司需要推广产品时，这些账号便按照

预设的角色进行互动，数名用户在评论

区有问有答，装作不经意地为公司产品

“种草”，一些不知其中门道的“小白”，

可能就看不出是广告了。

还有一类是“友商”。我们在评论

区里，经常看到很多“唱反调”的言论，

这里面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真实表

达，但也不乏带有特殊任务的“友商”，

他们或是在竞争对手的评论区发表看

似中立的评论，但实际上却巧妙地提

及或推荐自己的品牌或产品。或是在

评论中提出一些负面的观点，如夸大

竞争对手产品的缺点，质疑产品的质

量、服务态度等，从而引导消费者对自

己的产品产生兴趣。

这种评论区假分享真营销的造假

行为，可能在圈子内部已经不是秘密，

一些针对互联网营销的课程中，甚至

将依靠虚假评论而取得成功的公司或

品牌树为典范，向学员们传授经验。

消费者的每一步行为都被深入剖析，

所有能促进成交转化的策略都已被悉

心研究。但是，越来越多的套路，正逐

渐侵蚀着社会的基本信任，进而推高

了整个社会的运作成本。

以前我们说无图无真相，后面有

图也未必是真相，因为图片可能是PS
（经过图像处理软件修改图片）的。过

去我们提醒不要相信聊天记录的转账

请求，要打电话核实，后面发现打了电

话还是可能被骗，因为声音可以合

成。如果再加上视频，应该就可信

了？未必，现在视频也同样可以被伪

造。社会的信任成本，就这样一步步

被推高。大家的不信任层层累积，整

个社会的运营成本，高得吓人，因为不

再相信任何人，这种临界值一旦到来，

就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造假行为的泛滥，很大程度上归

咎于其低廉的违法成本与诱人的利益

回报。平台方，要更加主动承担起相

应的责任，将社会责任放在“流量”与

“利益”之前。监管部门，也要及时跟

进，有针对性地多措并举，不仅要加大

治理、惩处的力度，更要探索从源头上

建立起防范机制。

当然，消费公众信任骗取私利，从

来都不只是个法律问题。一部分人污

染网络环境、伤害社会信任度，是时候

引起全社会的足够重视了。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假分享真营销
正推高全社会信任成本

本版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自有维度】

造假行为的

泛滥，很大程度上

归咎于其低廉的

违法成本与诱人

的利益回报。平台

方，要更加主动承

担起相应的责任，

将社会责任放在

“流量”与“利益”

之前。监管部门，

也要及时跟进，

有针对性地多措

并举，不仅要加

大治理、惩处的

力度，更要探索

从源头上建立起

防范机制。

【锦心绣口】

只要是一个

户 口 本 上 的 家

人，相互代为操

作 对 方 证 券 账

户，就应豁免构

成借用证券账户

行为。

【慧眼观潮】

新西兰体育

产业的发达，不

仅体现在运动品

类齐全、硬件设

施到位，全民运

动意识才是它的

软实力。

【郑哥说书】

人们交易的

目的不是为了获

得货币，而是用

其换取自己所需

的物品。使用货

币的原因是知道

交易对手愿意接

受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