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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行情
”

落空潜心研究后市
证券时报记者

陈 楚

李非（化名）是深圳一家合资基金公

司的基金经理。 作为一名在证券市场摸

爬滚打七八年的基金经理，李非今年“路

走得不顺”。 上半年因为谨慎，仓位一直

不怎么高，净值排名不上不下；为此，李

非把扳回的希望寄托在了国庆行情上。

“毕竟是

60

周年的大庆， 股市不会不给

面子的。 ”早在

7

月底，李非就很肯定地

告诉记者。

李非的话也不无道理。 实际上，有

些个股已经提前展开国庆行情了。 如熊

猫烟花， 这只流通盘只有

7258

万股的

小盘股， 整个

8

月份涨幅居然高达

54.97%

，而同期沪指不涨反跌

21.81%

。

不过， 演绎国庆行情的也只是中小盘

股，金融、地产、钢铁、煤炭等大盘蓝筹

股不仅没有出现李非所期望的国情行

情，反而领跌，这让加仓的李非着实痛苦

不堪。 彼时，李非加仓的理由是：宏观经

济复苏已经是确定性的事件， 信贷政策

也没有出现紧缩， 尽管市场上出现了各

种利空的声音，但是李非坚定认为，国庆

行情必然会出现！无论从基本面，还是技

术面， 甚至是投资者的情绪， 李非都觉

得，尽管短期内可能出现调整，但是由

于无法准确判断调整的时间点，李非无

法也根本不想减仓，他只想吃到国情行

情中“如火如荼的那一段”。

作为一个有七八年从业经历的人，

李非其实并不太热衷于跟随市场的热

点，更不喜欢去追涨杀跌，也不太轻易相

信什么节日行情， 就算是去年的奥运会

开幕，可谓百年一遇的事件，股市要跌照

样跌。 可是这次不一样了， 李非告诉记

者，与其说他看好国庆行情，倒不如说他

真正看好中国经济， 尤其是中国经济的

复苏，他认为会领先于全球。 李非做出这

一判断的最大依据： 就是中国消费市场

充满诱惑的潜力！ 即使是在上半年宏观

经济是否复苏的争议中， 房地产和汽车

的销量却突飞猛涨， 远远超过大家的预

期。 有什么理由不看好中国经济的触底

回升呢？

股市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 市场又

一次无情地刺痛了李非。 就在股指节节

上涨时，大盘股的发行接踵而至，上市公

司动辄过百亿元的再融资也汹涌而来，

而信贷的扩张速度显然远远跟不上股市

扩容的步伐，加上投资者情绪上的谨慎，

整个

8

月份股指居然出现超过

20%

的巨

幅调整，

9

月份以来，尽管股指有过反弹，

但最近一段时间又重新陷入调整。

3000

点不仅久攻不下， 反而接连把

3000

点、

2900

点的关口失去，李非重仓的煤炭、钢

铁等股票更是一泻千里， 掌管的基金净

值排名急转直下， 这让李非颇为有点寝

食难安。 一年马上到头了，如果后面两三

个月继续如此， 李非不仅年终奖要大幅

缩水，可能饭碗都难保了。

痛定思痛。 李非沉下心来苦苦思

索，他觉得最近确实是对上市公司的巨

额再融资和新股发行上市所带来的资

金面压力过于轻视了。 从

8

月份的经济

数据来看，宏观经济复苏已经是确定无

疑的事情，所谓的二次探底根本不可能

存在。 李非认为，出口的复苏和消费的

提振， 从趋势上来说都是确定无疑的，

但是不会一帆风顺，这也决定了他此前

的判断需要某种程度的纠偏，也就是从

过度乐观转向谨慎乐观。 从

9

月份以来

的行情来看，投资者希望的国庆行情显

然不大可能存在了，重新思考决定市场

运行的新的因素，成为李非做出新的投

资判断的依据。

在李非看来，后市行情能否走好，关

键取决于房地产市场的行情。 从目前来

看，房地产的“金九”落空，“银十”能否到

来， 关键取决于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能

否有效放大。 房地产市场目前的调整，并

不意味着由复苏转向衰退， 最根本的原

因，还是上半年房价的过度上涨，透支了

后市的上涨空间， 房价已经超过老百姓

的承受水平。 同时，受二套房贷政策的变

化， 投机资金更希望投资杠杆效应更大

的豪宅，从而带动土地市场的涨价，而豪

宅价格的上涨， 又带动了普通商品住宅

价格的上扬， 转过来抑制了老百姓的真

实需求。

李非判断， 如果下半年房地产市

场能恢复活跃，房价能回复到合理的

价格水平 ，成交量有效放大，房地产

市场的复苏就会带动钢铁、建材等相

关市场的繁荣，从而带动实体经济继

续向好的方向演绎，股市也必然会出

现上涨行情。 反之，如果房地产市场

不能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后市就不

容乐观。

从近期市场的走势来看，李非判断，

周四和周五金融、 地产等大盘蓝筹股的

企稳， 表明主力资金已经认可了目前的

估值水平，后市下跌空间有限。

“

纯天然
”

与
“

手术刀美女
”

孔 伟

又一个周末， 两位早就想买玉饰的

MM

去逛古玩城，约我给她们当参谋。

她们对瓷器、铜器、字画之类不屑一

顾，叽喳声中直扑售卖玉件的地摊而去，

一件一件不停地在自己身上轮番试戴。

“这件漂亮！ ”

“这件感觉很好。 帮我看看，我戴上

怎么样？ ”

…………

基本上都是在他们选定之后， 才问

我“究竟怎么样”。 到这份上，边上又站着

虎视耽耽的老板， 我还能说什么呢？ 只

说， 再看看吧。 好在她们总算能够明白

“言外之意”。 看着她们极不情愿地离去，

老板看我的眼神总有些忿忿。

在前往下一个摊点的途中， 她们终

于忍不住，几乎同时发问：为什么我们看

好的东西你都觉得不行， 却老是向我们

推荐那些看上去不怎么样的东西呢？ 我

把她们看好的东西存在的问题原原本本

地说了出来：“你们看上的那些貌似很漂

亮的玉件，都不是‘原装’的———和田玉

件是染色的，翡翠玉件干脆就是

C

货，也

就是用强酸洗出杂质之后， 再填充进去

一些颜料，看上去不仅干净、通透，颜色

还十分招人喜爱。 ”

“那，你给我们介绍的东西都是‘原

装’的？ ”

“当然。 ”

“可看上去不漂亮啊！ ”她们始终围

绕“漂亮”打转。

怎么跟她们解释呢？ 说染色料、

B

货

C

货里含有化学颜料，对身体有害？ 看看

他们脖子上挂的那些五颜六色的小玩

意，觉得没办法说出口；说佩带这样的东

西不上档次？ 可不管怎么说也是玉件啊，

总比她们挂的那些塑料或者玻璃的东东

高档一些吧？

突然看见掉在地上的一张废报纸上

谈到整容的事，一下子来了灵感。 我知道，

她俩都崇尚天然美（或许是因为她俩原本

长得还算不错的缘故）， 从天然美和整容

美的对比谈起，也许更能让她们接受。

“那么，你们认为，女孩子是天生的

美更美呢，还是一个丑八怪整容后‘变’

成美女更可爱？ ”不能说“女人”，必须得

说“女孩子”———即使是已届

30

的女性，

也不那么能够接受“女人”的称谓。 现在

的女人啊！

“这还用说？ ”她俩同时撇撇嘴。

“这不结了？ 染色和田玉或者

B

货

C

货的翡翠， 原本差不多就是一些 ‘丑八

怪’，至少绝对称不上‘美’，否则谁会把

真正的好东西拿去‘动刀’？ 而为了让它

们‘看上去很美’，有的人就动起了歪脑

筋，将它们拿去染色，甚至先‘掏空’再

‘充填’，实施从头到脚的‘彻底整容’。 整

出来之后外观虽然变美了， 但内在的东

西不仅没向好的方向发展， 尤其是翡翠

件，其结构还会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人在

整容后变美了，如果同时拥有‘心灵美’，

在不考虑后代美丑的情况下， 可以说结

果是近乎完美的； 但玉件的内部结构被

破坏之后，却只是外表变美了，‘内心’却

因此变得十分‘险恶’，你觉得还有佩带

甚至收藏的必要么？ ”

“哎呀，这么漂亮的东西，被你这么

一说，怎么变得那么恶心了呢？ ”虽然她

俩仍旧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但我发现，

到下一个摊子上， 他们的目光虽然仍不

时地被那些漂亮的玉件所吸引， 但最终

拿起来仔细观察并讨价还价的， 却已经

变成那些“看上去不咋地”的真东西了。

实际上，在周末淘宝市场的地摊上，

因为有那么多“整容”过的低价的东西，

把真东西价格也随之拉低了， 只不过在

“纯天然”与“手术刀美女”间淘宝，需要

具有一定的眼光而已。 这不，她俩不时为

超低的价格而惊呼， 并最终为自己的七

姑八姨都捎带买了不少玉件， 满载而归

却没花费多少银两， 难怪最后 “一致决

定”，要把剩下的钱花到“女人世界”去，

再过过购物瘾的同时， 也进行下价格对

比，将这份快乐尽可能地延续下去……

深圳十年我的
6

套房事
sister0066

1999

年

8

月大学毕业来到传说中遍

地黄金的深圳，才知道不光金子是黄的，

泥巴也是黄色。 在所有心高气傲都被磨

灭后，在一家公司开始我的打工生涯，跟

10

元店比较起来， 公司的宿舍条件还是

相当不错的。

第一次房事

2000

年父母来深圳视察工作学习情

况，毅然指示“买套房子，我们出钱”，实

在是老爸老妈看不惯

8

个人住一套房的

公司宿舍。 于是我就开始积极筹划我的

第一次房事， 新房就不考虑了， 月工资

2000

多还不够自己花的， 只有考虑小一

点的二手房，老爸老妈一次性付款，也算

安个家，好讨老婆。 终于在洪湖公园旁看

到一套

37

平的单身公寓，二手的，总价

14

万， 办完手续后终于成为真正意义上

的深圳“居民”了。

第二次房事

2002

年在经历了上蹿下跳的折腾

后，工资终于达到了

5000

块，也算少有

积蓄了，压抑已久的欲望又要爆发了。 要

换个房子，要求不高，带花园、带电梯就

好。 那时深圳的中心还是罗湖，就在罗湖

找吧。 北环旁边有个小区，号称是港人社

区，价格不到

5000

，貌似很实惠，

53

平房

一房两厅。 在花了

5000

块茶水钱给卖房

子的业务员后，终于买到了个

7

楼的，总

价

26

万多，首付

5

万多。 每天就是盼望

着交房、装修，步入高尚生活圈了，

2003

年终于交房了。

在夜以继日的装修工作完成后，我

终于成为前

3

名入住的业主了。 在浓郁

的甲醛味道中我渡过了第一个 “高尚港

人社区”的夜晚，之后的噩梦就开始了。

先是泥岗的货柜车呼啸着帮我催眠，然

后是邻居装修电钻的尖锐声音帮我做叫

醒服务，原来的港人社区变成了“港人二

奶社区”。 总想不明白花了两年的工资，

就是要追求这样的生活吗？

第三次房事

2003

年底时来运转， 先是做了个好

项目提成一大笔， 接着老板大发慈悲尾

牙红包还是比较大的。 手里有了闲钱就

想买房子，要求不高，交通方便、位置好

就可以。 当时公司还在华强北，附近就有

个房子叫金茂礼都的，貌似品质还可以，

最重要还是可以走路上班，非常爽的，算

了价钱，

8000

多快

9000

了。 一咬牙买了

个

21

楼的一房， 入伙还是比较快的，不

久以后我就过上了都市核心生活圈，回

到家看璀璨的城市夜景，心情比较爽。 随

着入住的人越来越多， 突然间发现住家

的人只有几个，其他的都是小公司。 每天

楼道里都是派单拉业务的， 最多的还是

门缝里塞满的上门按摩的小卡片。 狂郁

闷中， 偶然间在门口的中介里发现租金

还不低啊，换个大房子，把三套小房子租

出去，好像不用贴多少钱，就这样迷迷糊

糊成为投资客了。

第四次房事

2004

年收成还不错， 而且当时买房

子还可以只付

10%

的首付， 在莲花北买

了套不到

90

平的小三房，

2005

年入伙后

娶了老婆，开始了悠然的中心区生活。 父

母、岳母偶尔来住下，地方够大，总算是

安稳的生活开始了。

第五次房事

2006

年大丰收的一年，收入不错，到

了

2007

年

3

月份更是股票、工资全面翻

红，不但还了所有三套房子的贷款，且手

里面还有剩余。 深圳商业银行（现在叫平

安银行）的朋友鼓动我重新按揭，贷款出

来投资，股票涨得实在太快，不敢继续投

了，好像房子还是相当不错的，就在家附

近买了

2

套

120

多的三房， 不到

13000

每平方，没想到一买到手价格就开始涨，

到

5

月份已经

16000

了， 算算也赚了不

少，卖了算了。 第一次一次性赚了这么多

钱，马上把年假用光去了趟日本“烧包”

了一回。

第六次房事

回来以后才发现房子还是继续涨，

要是不卖可以每平方多赚

2000

多，加起

来少赚

40

多万啊。 时间已经到了

8

月份

了，跑去龙华看了个项目，价格

14000

，听

说还要涨，赶紧下定，交了两万的定金。

恰巧公司派我出差，

20

多天后回来好像

有些不一样了，房子开始打折了。 好在我

还没有签合同，犹豫着是否要，终于想起

来一句话“出来混，总要还的”，千辛万苦

的托人，总算要回来一万的定金，损失了

一万。不过也躲过了一劫。

2008

年房子在

跌，当然所有东西都在跌。 到

2008

年底

房子价格还不算贵，但是也不敢买。

下一次房事

小孩出生了， 麻烦的是父母岳母都

要争着带，三房不够住了。 好像最近房子

涨的也不错，关内就不用看了，四房怎么

也要

300

万以上， 关外一看， 也都要在

15000

一平左右，要将近

200

万，看来是

换不起了，房子虽然小，但挤挤还能住，

何必要为银行打工呢。 哥们就住小房子，

等房子跌了再买，阿弥陀佛！ （本文摘自

深圳房地产信息网论坛）

假设有十个孩子跑到铁轨上玩耍
，

九个选择新铁轨
，

一个选择
旁边的旧铁轨

（

没特殊情况基本不用
）。

孩子们玩得正开心
，

一列呼
啸而来的火车朝着九个孩子的方向失控撞去

。

这时
，

你会扳动道
岔

、

把列车引向只有一个孩子的旧铁轨吗
？

换个假设场景
，

失控的
火车又一次呼啸而来并即将撞死前面的九个孩子

。

你会把身边的
一个大块头男人推到轨道上

，

让火车因为撞死他而停下来吗
？

同样
是为了九个

，

牺牲一个
，

但大多数人会对前者说
“

会
”，

却对后者说
“

不
”。

两种假设情境的道德计算相同
，

从逻辑上说答案应该一样
，

但为什么我们的感情却不这么看呢
？

在
《

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
》

里
，《

科学美国人
》

专栏作
家迈克尔

·

舍默博士把每位读者都置于这样的
“

极端悖论
”

之中
。

作
者对经济学与生物学

、

心理学之间的碰撞把握得十分自然顺
畅

———

理论不再是空洞死板的标题一二三
，

其讨论的深度则向我
们展现了人类心中关于公平

、

正义等道德感的进化论根源
、

生物学
意义以及行为心理基础

。

在舍默看来
，

我们之所以会陷入前述的矛
盾

、

不安
、

以及无所适从
，

正是因为对于人类而言
，

与自己一般无异
的活生生的

“

人
”

和冷冰冰的
“

扳道岔
”

截然不同
。

在进化的设计下
，

我们看重人多过
“

非人
”，

看重亲属多过非亲属
，

看重朋友多过陌生
人

，

看重圈内人多过圈外人
，

看重直接行动多过间接行动
。 “

这些直
觉感受到的差异和道德本能

，

反映了一种我们在数万年间进化出
的理性计算

”。

在舍默看来
，

要取代业已存在并被广泛接受的事物
，

必须克服
个人和历史的惯性

；

技术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
，

是根据功效和历史
来锁定其形式与功能的

，

并不是单靠
“

是
”、“

否
”、“

最
”、“

优
”

来决定
的

。

于是
，

要科学地解释上述问题
，

我们应当用进化论阐释人类经
济怎样从

“

捕猎
———

采集
”

进化到
“

消费
-

贸易
”，

即回答
“

市场是怎
样产生意识的

”；

然后我们应当用心理学剖析人类大脑怎样从适于
这一经济形态转变

，

即回答
“

意识是怎样在市场里运作的
”；

最后我
们才能驾驭

“

经济学
、

生物学和心理学大碰撞
”，

研究道德情感怎样
进化得让公平

、

互惠
、

交换
、

贸易与信任在不断的良性循环中得以
发展

，

即回答
“

意识和市场是怎样形成道德的
”。

比如某个银行家
，

有笔可供借贷的款项
，

如果借给信用纪录差
的人

，

他冒的风险太大
，

那些人很可能会不还钱
，

弄得他破产
。

这就
形成了一种矛盾局面

：

最需要钱的人
，

信用风险都很大
，

因此得不
到贷款

；

而最不需要钱的人
，

信用纪录最好
，

因此能得到贷款
。

这就
呈现出

“

富者愈富
”

的局面
。

进化心理学家约翰
·

托比把这称之为
“

银行家悖论
”，

并将之应用到更为深入的进化问题上
：

我们该和什
么样的人

“

深化
”

友谊
？

舍默认为
，

这
“

类似于我们原始人祖先要面
对的一个严峻的适应性问题

：

倘若一个原始猎人处于急需援助的
境地

，

他的
‘

信贷风险
’

就变大了
，

出于这个理由
，

他很难获得援
助

。 ”

如果我们把生活看成是经济学
，

又如果我们把能帮助别人的
东西都看成是资源

，

那么
，

按照
“

银行家悖论
”，

我们必须评估相关
人等的信贷风险

，

做出艰难抉择
。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
，

利他主义
是这里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

或者
，

更技术化地讲
，

为何利他行为降
低了我们自身的

“

繁殖成功率
”、

同时提高了他人的
“

繁殖成功率
”

呢
？ “

标准理论为利他主义提供了两条进化道路
：

选择亲属和互惠
利他

。

帮助自己的亲属
，

帮助愿意回报我们的利他行为的人
，

等于
是我们在帮助自己

。 ”

舍默由此推断
，

进化选择了那些倾向于做出
利他行为的人

。

当然
，

这有个限度
。

由于资源有限
，

我们不可能帮助所有的人
，

所以我们必须评估信贷风险
，

信用风险的差异随即产生
。

这就再一
次出现

“

银行家悖论
”，

仍然是最需要援助的人最难获得援助
。

但情
况并非总是如此

，

因为
“

酒肉朋友
”

可能会假装出利他的样子
，

等真
正处于恶劣环境时

，

他们根本不帮我们的忙
。

而真正的朋友
，

不管
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深切关心我们的安危

。

环境越是糟糕
，

拥有真正
的朋友就越重要

。

市场同样是不断进化的
，

随之进化的
，

还有人的行为
，

而这些
进化的行为让市场具备了某种

“

心理
”———

舍默所提出的这一解释
经济行为的全新方式

，

事实上将复杂理论
、

行为经济学
、

神经经济
学和道德经济学等大量互有关联的前沿科学理论成果

“

统统划到
演化经济学的范畴

，

也即把经济看成一套不断进化的复杂适应性
系统来研究

”。

当下
，

虽然我们还不能说
，

舍默即将开创一个全新的
经济学研究领域

，

但他将经济学与生物学
、

心理学的融合在一起碰
撞

、

探讨
，

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经济行为的方式
，

确实令人耳目
一新

。

正如丹尼尔
·

卡尼曼和弗农
·

史密斯
———

这两位
2002

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年开始研究

“

前景理论
”

时
，

谁能预料到他们
会有后来的斐然成绩呢

？

《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

[

美

]

迈克尔·舍默

/

著

闾佳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