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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不下的房价 压不死的心

毛毛雨

最近， 有些媒体上又开始热议房产

税。 这话题从两年前开始就没消停过，

谁在操心， 谁又在担心？ 官方口气貌似

这是打压房价最后最有力的 “杀手锏”，

只等时机成熟就出手。 如果真是这样认

为， 那完了， 房价是指定降不下来了。

靠房产税打压房价， 这又是哪位专

家坐在家里妙想出来的 “奇招”？ 老实

说， 这招刚出来， 着实让我小担忧了一

下： “呀， 那以后我们就买自己住的房

子吧， 多买的房子每年多缴税， 咱一老

百姓哪消费得起？” 如果所有炒房投资者

们都这么想， 也许这还真就是奇招了，

大家成群结队地抛售房子， 房价不降才

怪。 可惜也就是我这样的刚喂饱肚子，

还能挤出点小钱投资的 “白领” 们给镇

住了。 那些动辄几百万、 几千万买房炒

房的主力们， 他们会担忧？ 曾好心提醒

周边坐拥数套房产还蠢蠢欲动的朋友注

意政策， 规避风险， 结果人家无一例

外淡定： “缴点税算什么， 就算我一

套房一年多交几万的税， 等我卖的时

候， 这都是我的投资成本， 我不会售

价抬高转嫁给下一个买家？ 就是小户

型我出租， 我不会加租金吗？ 你放心，

政策给我们增加多少负担， 我们一定

会想办法转嫁给下一个客户的。 那么

多人等着买， 房价怎么降？ 这一套房

一年上涨的利润比一年上缴的税费不

知大多少倍， 我担啥心？” 怪不得， 无

论舆论怎样 “风吹草动”， 房价悍然不

动。 比起小打小闹的 “炒房游击队”，

“主力” 们的心定着呢。

房价不降， 成交不动， 这就是楼

市调控政策连番轰炸的结果， 持续至

今。 怎么房价死也不降？ 到底挺在哪

个环节上？ 前两天， 有个专家说了：

“房价不降， 道理很简单， 供不应求，

关键还是刚需太庞大。” 刚需心不死，

这房价就有人扛着， 怎么降？

刚需有多庞大？ 有次， 我与数名朋

友聚餐， 谈到工作与生活如何兼顾。 我

说： “要想生活不太累， 建议住在离工

作单位

30

分钟车程以内的地方， 超过这

个距离， 每天大把时间耗在公路上， 回

到家当然什么心情也没有， 对自己对家

人都是劳累。” 我话还没说完， 一北京哥

们梦幻般看着我笑： “照你这标准， 我

们 ‘北漂’ 都得离开首都。 谁不想靠近

单位住啊， 问题是房租房价你承受得起

吗？ 在北京， 两个小时的车程， 大多数

人都能接受， 并且就是这么生活的。” 说

到房租， 北京的哥们伤不起啊。 原先离

市中心的单位附近租个单身公寓， 后来

房租上涨了， 工资不见升， 换掉， 与人

合租两房一厅； 房租再涨， 再换， 离单

位偏点地方继续合租； 房租继续涨， 思

虑再三， 再换……如今住在离单位一个

半小时以外的郊区， 房租便宜了， 可每

天上班要转三趟车， 天没亮出门， 天黑

到家， 回到家哪有什么生活享受可言，

吃完洗洗赶紧睡吧， 周末休息基本就是

疯狂补觉中。 “北京像我们这样市区工

作、 郊区租房的人大把， 刚毕业的学生

有， 白领有， 甚至金领也有， 为啥？ 不

都是为了省点房租， 存钱以后买房子。

都照电视里说的 ‘租房也幸福’， 那也得

房租稳定， 价格合理啊， 成天这么一年

甚至一个季度地涨房租， 谁住得安心？

我现在每天累得跟狗一样拼命地赚钱，

唯一的动力就是将来拥有一套自己的房

子。 就等着房价跌个

30%

、

40%

的， 先

买个小户型也好。” “不用跌那么多， 跌

个两成， 我就考虑换个大点房子， 现在

一家五口挤在

70

平不到的小房子早憋屈

坏了。” 另一个上海的朋友接腔。

这就是刚需， 媒体把生活多元化渲

染得再轻松又如何？ 现实摆在眼前， 买

房的心能死吗？ 有这些坚定的刚需做后

盾， 房产发展商和炒房投资者们还担心

什么，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政策的 “兵”

再多， 有千万刚需的 “水” 来掩呢。

拿来主义助快乐投资

证券时报记者 伍泽琳

由证券时报社和证券时报网 （

www.

stcn.com

） 主办的 “

2011

中国最佳投资顾

问评选”， 目前两位收益排名靠前的股票

稳健型选手分别是来自国海证券北京和平

街营业部的张敏洁以及兴业证券北京马甸

南路营业部的杨胜利。 两位来自北京的选

手论及投资均表示要认清市场的变化， 适

当的调整投资理念及投资技巧， 做个轻松

快乐的投资者。

做个拿来主义者

“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 尽管想

说爱它不容易， 还是有那么多的人不离不

弃。” 国海证券北京营业部的投资顾问张

敏洁如此形容中国的股票市场。

在张敏洁从业的第十个年头， 她表示

除了感受中国股市的变化， 更多的是阅读

了各种各样的投资故事———甜酸苦辣、 欣

喜悲伤。 在张敏洁心里， 多年来始终有种

情感无法释怀———看到太多投资者， 尤其

是中小投资者， 在循环的牛熊交替中盲目

的跟风炒作， 时而兴奋时而懊恼， 鲜少有

能笑到最后的人。

看多了 “今天赚明天赔， 算总账赔多

赚少” 的例子后， 张敏洁常常问自己：

“做为普通投资者， 专业知识有限， 无法

解读复杂的宏观数据， 没有机会去上市公

司调研……究竟应该怎样应对风云莫测的

证券市场？”

“其实投资的方法很多， 适合自己

的就好。” 张敏洁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经过

多年的观察模拟总结的方法， 叫做 “拿来

主义”。

对于拿来主义， 首先要明白拿什么？

张敏洁表示就是拿专业人士和机构的结

论。 包括策略报告、 行业研究报告、 上

市公司研究报告、 投资理念、 分析方法

等等。 网络时代， 上述资料并不难得

到， 电视、 券商、 咨询机构每天都在做

着各种个样的建议和结论。 让张敏洁感

到遗憾的是， 很少有人从中获益。 在她

眼里， 拿来不难， 难的是如何运用好拿

来。 为此， 张敏洁总结了以下几点关于

“拿来主意” 的体会：

一、开放的心态。

拿来主义首先要开放自己的心态，

以学习的态度看待拿到的东西。 多年

来， 张敏洁碰到过一些投资者， 希望

“拿来” 的东西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否则就一棍子打死， 不再相信； 或者不

分情况， 听风见雨， 结果自己吃亏。 在

张敏洁看来， 大多数的专业人士都是尽

职尽责的， 研究出的结论大多数也都比

较专业。 如果抱着学习的心态去拿来，

不但可以学到很多专业知识， 久而久之

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一定还可以从中

获益。 比如读行业报告， 可以了解该行

业的知识， 了解行业龙头公司的情况，

研究员对行业的判断等； 读上市公司研

报， 可以了解公司投资亮点， 学习研究

员判断公司估值的方法。

二、多拿多看，培养判断力。

张敏洁始终认为证券投资与其他行

业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需要不断的学

习。 她每天都会抽出大量时间读研报、

看财经文章、 读知名人士的博客等， 长

期的积累使她具备了一定的判断力。 比

如， 各个行业大致的盈利模式、 竞争力

是什么？ 平均市盈率是怎样的？ 上市公

司的判断标准等， 这些知识在比赛中也

得到了运用。 张敏洁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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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比赛开

始时， 她看到医药行业经过半年多的调

整， 平均估值不到

30

倍， 跌幅已超过大

盘。 于是她从中选出机构看好却一直没有

表现的康恩贝。 经过一段时间的持有， 果

然有不错的回报。

三、捡漏。

专家和研究机构不是神仙， 股神巴菲

特都有犯错误的时候， 何况其他人。 在专

家犯错误的股票中捡漏也是张敏洁拿来主

义的一个成果。 每年都有类似券商十大金

股成笑谈的文章讽刺研究机构的成果， 而

张敏洁则会认真的去阅读这些折翼股票的

报告， 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其股价大幅下

跌。 一些基本面、 成长性都好的股票， 只

是当时的投资时机不对， 但随着大盘下跌

正在给投资者提供难得的便宜价格。 “当

这些股票终于被市场认可时， 我就像捡到

金子一般开心。” 张敏洁表示。

做空时代需要期货技巧

“期货投资一年， 胜过投资股票三

年； 投资股票十年， 不一定能在期货中

生存”。 在证券市场摸爬滚打多年的杨

胜利时常不忘这句话。 杨胜利进一步解

释， 这句话并不是要求每个投资股票的

人都去学习投资期货， 也不是单纯的拿

期货和股票做比较， 而是学习期货的一

些理念以及投资技巧来武装自己是很有

必要的。

杨胜利认为

2010

年在证券行业内被

称为 “创新元年”， 同时也是中国资本市

场上最大变革的一年。 股指期货和融资

融券两种做空工具横空出世， 标志着中

国的资本市场做空时代的来临。

作为一名中国股市的投资顾问或投

资者， 应该正确认识到当前所处的环境，

不能一味地套用原来股市中的分析方法

及理念了。 新时代的中国股市需要期货

市场中双向的投资思维模式， 来对抗新主

力们的 “袭击”。

在杨胜利看来， 经过

2008

年暴跌之

后的中国证券市场， 不少过去在股市中野

蛮生长起来的老股民面对当边下跌的市场

常常望 “股” 兴叹。 新时代下的中国股

市， 原来股市的投资模式和方法肯定是不

能再简单的套用了， 而学习新的投资技巧

刻不容缓。

“现在的股市已经不是金融危机之

前的中国股市了。” 杨胜利认为随着前几

年海外热钱的涌入中国市场， 中国证券

市场经历过金融危机之后， 整体市场运

作模式已经发行较大改变了。 另外从近

几年不少金融机构研究的投资策略出错

频率加大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的

股市已经 “今时不同往日” 了。 杨胜利

认为目前已经有一些几十年对冲基金及

期货投资经验的新主力介入到了这个市

场中， 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演变在潜

移默化中进行着。 在中国股市 “转型”

的当下， 投资顾问及投资者应当加强期

货方面的理解及研究， 逐步形成新时代

需要的双向投资思维模式。 这是将来不

被市场淘汰的必要条件之一， 也是做空

时代成功投资的基础。

“股票投资者千万不可盲目直接参

与投资风险较大的期货市场。” 杨胜利再

三强调。 在他看来， 目前热衷股票投资

的投资者平时应该分出一部分精力去研

究期货市场， 认识期货的投资理念以及

技巧。 进而了解国内外期货市场的变化、

期货交易的运作模式、 投资理念及资金

管理等方法， 为将来准备直接或间接投

资股指期货或其它衍生产品时， 做好必

要准备的同时也有助于投资者了解做空

机制面世后主力的运作模式以及规律。

� � � �最近有两条被疯狂转发的微博：

一条说： “不要痴迷于从阅读成功人士的传记中寻找经

验， 这些书大部分经过精致包装， 很多重要的事实不会告诉

你， 盖茨的书不会告诉你他母亲是

IBM

董事， 是她给儿子

促成了第一单大生意； 巴菲特的书只会告诉你他

8

岁就知道

去参观纽交所， 但不会告诉你是任国会议员的父亲带他去

的， 且是高盛董事接待的。”

还有一条说： “他，

20

年以前大学毕业， 应聘过

30

份

工作， 全部被拒绝； 他想当警察， 和

5

个同学一起去，

4

个

录取， 只有他没有被录取； 他， 杭州第一个五星级宾馆开业

的时候去应聘服务员， 也没有被录取； 他， 和

24

个人一起

应聘肯德基，

23

个人被录取， 没有被录取的那个还是他。

———他是马云。” （这一条我不知道是否属实）

当一个看起来过于平凡的人成长为众人眼中的 “明星”，

取得实在不平凡的成功时， 你难道不会对背后的故事加倍产

生探究的兴趣吗？ 你难道不想知道， 这个其貌不扬的人之所

思所想， 他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落到扎扎实实的水一般流过

的现实中， 激出的回响是怎样的？

就好像， 一出戏落幕后， 我从来都更想知道幕布后发生

过什么。 每次看电影， 我也会对片尾导演特意剪辑的 “幕后

花絮” 特别关注。 《这才是马云》 给我的阅读满足， 恰恰来

自于这方面。 它让我有机会看到在镁光灯后的马云寻常的面

目； 让我知道流传甚广的马云的经典讲话究竟是如何造就

的； 甚至细致到———让我知晓马云某次著名演讲前一分钟发

生的小故事或者说 “小事故”。 他还让我知道， 马云熟读老

庄， 通晓佛理， 深爱太极， 且善于博采众长并融会贯通。 他

的管理哲学之发端既来自这么多年的个人经历， 更来源于主

动吸取的古今中外的思想精髓。

一言以蔽之， 它让我 “触摸” 到一个真实的马云。 所有

外界赋予他的形容词， 在助理陈伟的笔下， 被一一剥离。 一

个近乎本色的马云跃然纸上。 说 “近乎” 是因为———人之于

人， 永远只有最接近， 而无法完全接近。 我们能掌握的真实

总会因为各种限制而无法百分百。 人之于真理也是一样的。

很巧， 在这篇书评写到一半的时候， 我得以在饭桌上亲

自聆听了笑称以 “吹牛” 作为毕生事业的作者陈伟的侃侃而

谈。 他说， 他写的这本小书已经成为阿里巴巴各位高管近期

最爱的读物， 马云本人也不例外。 尤其当陈伟还称呼马云为

“马老师” 时期的那些章节， 记录了马云在成为今日众人眼

中的 “马云” 之前走过的道路， 也勾起了 “马总” 的回忆，

他说： “那些往事和细节， 一只脚已经跨出了我记忆的边

缘， 现在又集中起来 ‘回放’ 了一遍， 让我想起很多过去的

美好时光。”

陈伟看起来有些 “不正经”， 但笑谈之间， 你不得不承

认， 很多话都透着真知灼见。 他与马云一样， 或者说整个阿

里巴巴文化都一样， 所谓 “倒立者赢”， 都善于从不一样的

角度去认识世界、 看待人生。

Fortune Story财富故事

一句话的价值

孔伟

好久没去加工厂了， 上个周末总算

腾出点时间， 拿了几块原石去开料， 却

见原先显得有些破旧的加工厂装修一新，

开料的油机也多出好几台， 一字排开，

且全都轰鸣着， 看样子老板的生意并没

有受到玉石价格大涨， 成交量下降， 开

料数量减少的影响， 反而扩大了生产力，

并且几乎满负荷工作着。 “老板生意不

错啊！” 进门的一声招呼， 只换来老板忙

里偷闲地点冲我略点点头， 看来业务确

实繁忙。

原来老板正和几个玉商激烈地讨论

一块刚切开翡翠的后续加工问题。 翡翠

非我的兴趣所在， 正欲走开， 扭头见一

位老者拿着一块玉料对着灯光仔细察看。

见我带来的也是和田玉， 便把手里的料

子递给我： “看看， 怎么样？”

料子已经切去一个角， 但切下来的

大约七八十克的一块仅见到半拉豌豆大

小的玉质部分， 其余全是略带僵性的皮；

另外大半块则很奇特， 像一块厚厚的饼

子， 只是饼的上下两面也都是很厚的皮，

中间部分也不少地方被皮子掩映着，

只能见到很少一部分的白肉。

“这块俄籽不错， 有特色。” 我看

了看， 坦言。

老者一听 “俄籽” 两字， 跳了起

来， 很用力地握着我的手说： “终于

遇到认识它的人了！ 我这块料子说啥

的都有， 就是没人认出是俄籽！ 就凭

你识货， 咱俩就有玉缘， 中午我请你

和老板吃饭！”

其实， 我之所以认为是俄籽， 说

起来也很简单： 毛孔清晰且颜色自然，

分明是籽料； 但两边的皮很厚， 中间

的白玉却又明显有别于和田料的润白，

俄籽的可能性因此很大。 当然， 河磨

玉也有类似的料子， 但白度达到这种

程度的河磨极其罕见， 剩下的也就只

有俄籽了。

老者比划着， 告诉开料师傅 “中间

横一刀”。 料子很快切好了。 老者一边

摆弄着切下来的两块料， 一边跟我和开

料师傅商量怎么开牌子才好。 师傅认为

牌子不好切， 因为中间满是红皮的地方

面积虽然够大， 但得避开一道明显的

裂， 而一旦向边缘 “借地儿”， 则一个面

几乎成为斜坡状， 不可能平整， 品相大打

折扣。 我则觉得超过一厘米的皮太厚， 如

果再保留白色玉质部分的话， 切出来的恐

怕已不是牌子而近乎砖头了。 正纠结间，

老板送走客户走了过来， 拿起料子只看了

一眼， 说， “雕站观音不是很有特色吗？”

雕站观音？ 大家都愣在当场。 即使

从中间片开， 不管雕白玉那一面还是红皮

那面， 都只能算是很稀松平常的安排， 真

算不得 “很有特色” 啊， 老板如何有此一

说呢？

正疑惑间， 老板指着刚刚切开的断

面， 说， 你看， 这里四面都是红皮或者

红色的沁， 只有中间两截指头大小的白

玉， 开片以后雕站观音岂不是很好？

听了老板一席话， 再仔细看看料

子， 不由得为老板的创意连声叫绝： 啥

时候见过四周全是皮的观音啊？ 并且是

喜人的红皮， 中间的白玉玉质还非常

好？ 看料子， 至少可以切十来块这样的

片状料子， 即使工费不低， 加工成成品

后肯定价值不菲了。

中午老者兑现诺言， 请吃饭的时候

才告诉我们， “这块料子进价不便宜， 好

几万呢。 第一刀切下来只见皮不见肉， 心

里便有点发虚； 再切一刀， 看到四周仍是

很厚的皮， 心里更是一阵阵发凉， 认为这

下基本上玩完了———即使能出一块牌子，

单件的原料成本已经好几万了， 再算上雕

工， 那得卖多高的价才能够回本？ 这样的

东西能卖出这么高的价吗？ 难度那是相当

的大啊。 后来老板一说雕站观音， 我就知

道问题解决了， 不仅不会亏， 反而会大赚

一笔： 单件原料成本一下子降到几千元，

并且因为件不大， 工钱最多也就一两千一

件， 而雕好即使单件卖一两万， 也能够赚

不少了。 老板一句话， 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啦！ 来， 老板， 我得好好敬你一杯！”

酒饱饭足， 老者把切开的玉石块放进

手提包里， 说是要回去找雕刻师傅商量一

下， 不急着再切， 先走了。 几天后老者打

来电话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互相留了手机

号码）， 说， 找到师傅雕了， 不过得 “稍

安勿躁”， 师傅生意好， 排队呢！ 虽然还

没雕， 只是向师傅说了一下自己的想法，

工作室里同样送料来雕的另一帮人也觉得

很有创意， 当即就预定了一件……

《这才是马云》

陈伟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徐江云

触摸“一个真实的马云”

Treasure Hunt

寻宝

不一样的马云，不一样的助理

沈威风

和我们印象中的企业家相比， 马云显得有点另类， 长相

令人过目难忘， 说话语不惊人死不休， 做的事又往往惊天动

地。 没想到， 他身边的助理， 也有一个相当与众不同的另

类———我指的是陈伟， 不是其他人， 马云似乎有

4

到

5

个助

理， 听说其中一个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 杨致远的同学，

放弃在美国大房子大狗的生活千里迢迢回国加入阿里巴巴的。

和那位博士比起来， 陈伟的经历更有趣一些。 他

90

年

代初从浙江大学毕业， 闲着没事， 参加了一个夜校的英语

班， 教英语的老师叫马云。 后来英语班解散了， 马云创业

了， 他们还一直是朋友， 常常在一起打牌吃喝吹牛， 陈伟的

强项是讲段子， 据说别人讲不好的时候， 马云还让别人把料

给陈伟， 重新包装成一个段子讲出来。

吹牛， 一吹就是二十年， 这期间陈伟当过张纪中的助

理， 跟着他走南闯北拍了许多武侠剧， 还曾经自己披挂上阵

客串过袁崇焕， 最后， 他还是回到了杭州， 加入了阿里巴

巴， 成了马云的助理。

2010

年的

9

月， 网商大会， 我去杭州， 斯瓦辛格演讲

的那天， 陈伟带着儿子去听， 我们都没有座位， 三个人坐在

过道上听的。 我送了他一本我的小说 《炒作》， 他拿了， 却

跟我说， 他从来没看完一本书， 却打算写一本书， 写了几千

字了。 我听完有点崩溃， 问他写的啥， 他说就是写马云。 我

也不晓得他会写成啥样， 不过我想， 助理肯定会了解到比我

们多得多的东西， 所以我就鼓励他， 好好写， 一定要写。 过

了几天， 他就把那几千字发给我看了， 一段一段的小段子，

但是都很有趣， 几千字就让我笑了好几回。

这本书是真正还原了马云， 这个世界上， 除了陈伟， 我

相信没有别人能做到。 他认识马云

20

年， 当了这么多年趣

味相投的朋友， 用阿里巴巴彭蕾的话说， 陈伟曾经是 “老给

马总讲笑话” 的人， 所以也只有他， 会记得马云那么多的糗

事， 会把阿里巴巴曾经发生过的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 用一

种平静幽默的方式记录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