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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忽略版权价值

汤亚平

在中国一提到 “食品” 就想到 “安

全” 的今天， 央视 《舌尖上的中国》 的热

播， 无疑唤醒了人们生活中久违的幸福

感。 然而， 一张 《舌尖上的中国》 出征戛

纳最著名的海报， 竟然是由网络搜来的山

水画改版， 又不免让 “舌尖上的文化创

意” 卷入苦涩的版权是非漩涡。 “版权”，

这一位居高堂的字眼开始走向普通民众。

据报道， “舌尖” 海报设计者张发财

的确利用了许钦松山水画 《岭云带雨》 的

网络图片， 四小时搞定了一幅 “山水腊肉

画”。 随后它成为了 《舌尖上的中国》 出

征戛纳最著名的海报， 并在网上热传。 虽

然此事最终因海报设计未收取任何费用，

且原作者不追究侵权责任而草草了结， 但

它终究难以化解国人对版权问题的纠结。

“舌尖” 海报上的中国， 并不只是张

发财一个设计师的问题。 中国影视海报设

计领域版权意识不强， 张发财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据悉， 《让子弹飞》、

《非诚勿扰》、 《最爱》 等知名国产影片的

海报， 都曾被指称抄袭或模仿。 圈内人士

更指出， 平面设计行业如今抄袭已是一种

常态， 尤其对国外大师的抄袭， 看来似乎

是设计师讨了巧， 其实不仅侵犯了他人的

版权， 也伤害了自己和整个行业。 因为这

样取巧， 导致人人都能把平面设计看作一

件简单的事， 整个社会对设计行业自然也

会缺少尊重。

从更高层次分析， 上述我们只是习

惯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去看待版权需要

保护， 其实我们应该从版权对产业经济

的驱动角度去看待版权对

GDP

的贡献。

从有关统计数据看，

2011

年文化创意产

业收入突破

1000

亿元。 尤其是国际金

融危机爆发的

2008

年， 我国出口增长

同比回落

8.5%

， 并带动国内生产总值

（

GDP

） 增长回落和许多产业增长速度

下滑。 可创意产业却能逆势而上， 如网

络游戏出口

2008

年季度环比增长

21%

，

北京、 上海、 深圳等地创意产业增长率

也远高于同期

GDP

的增幅。

互联网给版权产业经济发展开启了一

扇大门， 但又以免费和廉价的文化产品的

网络流通强烈冲击着版权产业的生存模

式。 由于原创产品成为任意被复制、 使

用的对象， 报纸、 图书、 软件、 电影、

音乐等等都没有了交换价值， 创作者不

能得到合理的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 创

作者成了为社会无偿提供文化创意产品

的奉献者， 创意产业或版权产业的发展

就丧失了基础。

拿报纸来说， 在电子媒体冲击下，

纸质媒体生存环境堪忧。 可是， 谁也不

能否认现在网络主流信息依然来自传统

媒体的专业采编队伍。 这一点， 美国知

名投资人巴菲特逆势抄底进军报业就是

明证。 过去一年， 巴菲特向报业投资大

约

3

亿美元。 他的伯克希尔

-

哈撒韦公

司最近出资

2

亿美元， 在巴菲特的老家

收购当地 《奥马哈世界先驱报》 及其附

带资产。 上月， 他买下旗下有

63

家报

纸的美国通用传媒公司， 耗资

1.42

亿美

元。 巴菲特还投资

200

万美元， 增加在美

国李氏企业公司中的股份， 后者拥有 《圣

路易斯快邮报》 和 《亚利桑那太阳日报》。

另外， 他在 《布法罗新闻》 和 《华盛顿邮

报》 拥有股份。 巴菲特甚至发出信息， 今

后数年可能将收购更多报纸。 他相信报纸

有光明前途。

从投资的角度看， 境外分析人士多数

认为巴菲特最拿手的是反向投资。 现在收

购报纸的花费仅为

10

年前的十分之一。

巴菲特同时看中报社的其他价值， 包括不

动产、 广播电视资产和在当地的品牌知名

度。 笔者则更倾向于从人才与版权价值的

角度看问题， 巴菲特看重的是报业原创人

才和版权的价值， 而现行网络流通中原创

人才的价值及版权的交换价值都被忽略

了。 在巴菲特看来， 这种网络 “免费的午

餐” 不可能长期存在， 更何况像出征戛纳

的 “舌尖” 海报一类侵权作品充斥其中。

存在必定有因

胡飞雪

观察沪深两市大盘指数表现及个股

走势， 个人认为： 下一步若想实现赢

利， 三十六计之上计是轻大盘指数， 重

中小盘个股， 把投资重点放到中小盘个

股上。

沪深两市大盘指数沉闷而中小盘个

股表现活跃， 是合乎股市投资逻辑的。

因为沪深两市的大盘股都没有上涨的理

由， 首先看银行股，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

4

月份就讲， 银行业赚钱太容易， 不利

于实体经济发展；

6

月

7

日央行宣布降

息， 对储户和实体经济是个小利好， 而

对银行业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利空， 因

为这拉开了利率市场化的序幕， 未来银

行业如何应对利率市场化， 存在不确定

和风险， 总之利率市场化对银行业是个

偏利空的因素， 这必然压低银行股的估

值。 再看石油石化股， 欧债危机深不见

底， 有可能演变成经济危机并拖累世界

经济； 奥巴马政府对付国家敌人伊朗，

显然比小布什政府高明， 小布什政府连

打两场热战， 耗费了大量国家财富， 奥

巴马政府打伊朗、 叙利亚， 却是想不战

而屈人之兵， 主要手段是军演、 经济制

裁、 外交和网络攻击，

6

月

9

日俄罗斯

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如果是叙利亚人民

所希望的， 俄不再反对叙利亚巴沙尔下

台。 巴沙尔有可能在内外压力， 和平交

出权力， 叙利亚危机实现软着陆， 所

以， 美、 以、 伊、 叙、 俄目前的斗法及

其可能的前景， 显然是不利于国际石油

价格上涨的。

石油价格难涨， 沪深两市另一大

权重板块煤炭股恐怕也没有上涨的理

由。 最后再看看房地产股， 对房地产

业， 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从来没有动

摇， 所以地方政府只敢悄悄地小幅微

幅放松。

5

月份的数据显示， 全国房地

产市场有止跌迹象， 但止跌后的走势是

反弹还是回升， 则需要认真辨析。 笔者

认为， 止跌后只能是反弹， 不可能是回

升， 不可能重返上升通道。 中国房地产

业的大好日子已经过去， 以后最好的前

景至多是高位盘整， 不可能再现

1999

年

至

2010

年那样的大步翻番了。 那么这又

该如何解释半年来两市房地产股表现强

于大盘呢？ 好解释， 因为半年前众多机

构错判了房地产市场政策形势， 重仓介

入了房地产股， 所以只能发挥资金优势，

硬着头皮强力把房地产股拉上去。 但缺

乏成长性、 没有基本面支撑， 机构们能

拉多高， 是颇令人怀疑的。 所以只宜把

半年来房地产股的强劲表现定性为超跌

反弹， 而反弹只能是出货逃生的机会。

银行股难涨， 石化煤炭股难涨， 房地

产股也缺乏基本面的支持， 这就是沪综指

表现最沉闷最疲弱的原因。 而与沪综指形

成对照的是， 创业板、 中小板的表现就相

对强势活跃多了。 我们看沪深两市涨跌

幅， 每天涨停的个股远远多于跌停的个

股， 很明显， 强势活跃的个股大多是中小

盘股。 如果再把注意力集中在沪综指， 无

疑会丧失掉很多创业板、 中小板的机会。

中国经济目前最重要的背景就是调结

构、 促转型， 即调整传统过剩低质产业， 促

进经济向新兴产业转型， 那么在股市投资方

面， 也应该反映这个背景。 人们常说， 存在

的就是合理的， 这话未必对， 应予纠正， 正

确的说法应该是， 存在的都是有原因的， 但

却有合理不合理、 正确不正确之分。 我们在

股市投资， 要想实现赢利， 也必须做对事情，

仅仅把资金撒出去是远远不够的， 撒出去，

必须撒对方向， 必须撒向有大鱼出没的水域。

股市投资的真谛是看未来， 看成长性， 在今

天的小盘股中寻找未来会成长为大盘股的股

票。 看看

20

年前的万科

A

， 看看

8

年前的苏

宁电器， 你当能理解投资股道之真义。

从口味看投资风向

朱平

去韩国出差， 朋友联系去拜访基金

同行。 公司老板在济州岛开会， 中途赶

回来， 为了想了解几个他感兴趣的问题。

其实现在全世界的投资者大约是有一些

共识的， 就像流传的一个段子， 美国投

资者担心中国经济减速； 中国投资者害

怕欧债危机是第二个雷曼兄弟； 而欧洲

投资者则怪美国经济不仅不雪中送炭反

而雪上加霜。 相对来说， 现在可能还是

美国好一些， 但将来机会也许在中国。

这个韩国老板接着说， “我的基金经理

买了许多咖啡， 你们中国人如果将来像

我们韩国人一样喝咖啡的话， 也许星巴

克就是下个茅台酒。”

这两年中国股市表现一直不佳， 开

始还有许多人对此疑惑不解， 觉得中国

股市与国内生产总值 （

GDP

） 相背离，

但现在似乎答案在逐渐揭晓。 市场真的

是最好的老师， 中国股市不仅相当有效，

而且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必然减速， 经济

转型不可回避的认识， 较企业家、 经济

学者包括政府要坚定得多， 市场也提前

做出了反应。 原因有许多方面， 人的因

素可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上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是中国典

型的婴儿潮， 这

20

年的人口占比

30%

到

40%

， 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是中国经济起飞

的受益者， 从财富上看肯定占了中国财

富总量的一半以上。 如果放大这种影响，

实际上， 全球过去

10

年的快速增长， 主

要是由于这批多达

4

亿， 平均而言接受

更好教育的人融入到了全球经济中， 把

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 另一方面， 以这

些人为主体， 中国第一次全面建设了现

代城市和现代住房。 建设需要资源， 于

是全球经历了一个超级资源大牛市， 世

界经济增长率也从

20

年的平均值

2.5%

跃升至

4%

以上。

但时间是一把杀猪刀， 这批人渐渐走

过了生产力的顶峰， 退休和养老突然之间

就在眼前， 所以一切可能都变了。 而投资

者如果想要盈利， 就必须要了解这批占有

大部分中国私人财富的人群的好恶， 比如

这些人喜欢喝茅台口味的白酒， 那么谁能

阻止茅台酒年复一年的供不应求呢？ 茅台

酒如果说有风险的话， 就是下一代人的口

味变了样。 当然如果像上文那个韩国基金经

理期待的那样， 每人每天喝一杯咖啡， 那咖

啡的投资机会就大了。

时间的杀猪刀正让中国经历四大变化：

首先是劳动力回报占比开始上升。 今年中

国经济增长减速明显， 但低端劳动力工资

上涨的速度比去年还快， 相应企业盈利则

出现绝对下降。 这对美国这样在全球分工

顶端的国家， 影响还不是很明显， 但对处

于中间层面的欧洲压力会一直持续。 而中

国股市尤其是银行股的低估值， 正是反映

了对企业盈利下降的预期。 不过现在市场

仍有分歧， 那就是股市的主要矛盾， 是否

已从大盘转变至个股。

其次， 城市化和住房建设的增速显著

下降， 原因是目前的建设规模对中国人来

说已经达至或超过了可持续的规模， 这对

以资源出口为主的国家会产生越来越大的

影响。 世界经济的增速进一步下降， 甚至

可能跌破

3%

。 所以传统行业如果不分红，

可能没任何价值。

据说有公司按风水预测今年股市： 一说

波动大， 二说个股分化大， 涨的涨死， 跌的

跌死。 风水这事无从考证， 但行业集中度上

升将成为明显的趋势。 比如像富土康这样的

公司给工人开出底薪

4000

元， 其他公司怎

么去争夺劳动力， 没有劳动力， 连竞争的机

会都没有。 实际上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

重要内容， 就是在不扩大产能的基础上， 提

高劳动生产率。 在不景气的大环境中下， 优

势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高， 可以提供更高的薪

水， 这样低效率的公司就会员工流失， 亏损

从而退出， 优势企业则不断壮大， 全行业的

劳动生产率也获得提升。 今年房地产是一个

表现优异的行业， 但实际上全行业是下滑

的， 而上市公司中不同公司的表现也差异很

大。 随时间推移， 这种分化将会不断加强。

最后是新蓝筹崛起成为投资收益的主要

来源。 除了行业集中度的提高， 从行业上

看， 由于

60

、

70

年代这批人中的城市居民

已基本解决住房问题， 限购和高房价也堵住

了房地产的投资需求。 而从日本等经过这一

历程的国家经验看， 当基本生活条件满足

后， 品质 （食品、 装修、 服饰）、 保健、 娱

乐和环境会成为大家努力的核心。 从今年的

股市看， 如果要是有相对或绝对收益的话，

这些领域当仁不让。

（本文摘自其新浪博客）

世界之窗推出

旅游生活新风尚“穿越欧罗巴”

� � � �世界之窗全新项目 “穿越欧罗巴” 将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正式对游客免费开放。 在这里， 带着小孩、 老人来一段火

车情结的怀旧之旅， 感受欧罗巴浪漫田园与人文风情的激情

碰撞， 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火车情结的怀旧之旅。 在

15000

平方米的欧罗巴欢乐

世界里， 世界之窗将英国最古老的 “塔里埃森” 火车带回到

现实， 以英国火车文化进行主题氛围营造， 打造成集摄影、

观赏、 参与互动为一体的多元化参与性项目， 是国内首家使

用微缩小火车作为体验项目的景区， 其它景区及主题公园内

运行的小火车多是作为园区的交通工具存在。 穿越欧罗巴的

建成还有效带动了景区荷兰风车区域的参与性和客流量， 成

为一个新亮点， 浪漫田园与人文艺术的体验开启了都市旅游

生活新的风尚。

沿途追寻的不只是风景。 小火车穿过的路上景致都非常

美丽，

12

大梦幻主题区域充分体现了欧罗巴的浪漫田园与

人文风情神韵。 在英国温切斯特梦幻农场， 奶牛的低吟声远

远传来， 层层叠叠的梯田蓄满了水， 光与影的变幻让人眼花

缭乱， 美妙无比； 普罗旺斯小镇上， 迷人的薰衣草、 娇艳的

郁金香、 鲜艳的向日葵， 微风中摇曳身姿、 芳香四溢， 散发

出法国小镇独有的柔美与浪漫； 在荷兰风车王国里， 恬静写

意的风车、 畅意绵绵的郁金香花海， 木鞋、 乳酪和郁金香，

带给游人无数的梦幻与想像； 在西班牙弗朗哥水果花园， 苹

果树、 草莓园、 南瓜棚在漫天细雨挥洒下， 编织出一幅动人

秀美的田园风光图。

游走夜色欧罗巴的另一种享受。 时过黄昏， 夜幕低垂，

小火车游走在细长的轨道上， 犹如一条闪闪发光的金龙在蠕

动着， 雪白的车灯和五彩斑斓的夜景相互辉映， 远远望去就

像一条金光闪闪的项链， 佩戴在欧罗巴这位绝色美女的玉颈

上， 你会忘不了那看上一眼就喜欢上的风景。

（唐万才）

官兵

/

漫画

从教育投资说开去

旧菜刀

前阵子去一个贫困县出了一趟差。 初到县城， 看上去很

平常， 跟不少中西部的县城情况相似， 中心区人流密度较

大， 整体建筑显得有些灰暗。 但晚上当地朋友带着往新区走

了一下， 立马效果就不同了。 沿着河道， 两边整齐排着仿古

建筑， 灯光映在河面上， 显得流光溢彩， 煞是迷人。 新修的

县政府附近， 倚着地形， 建了很大一片市民休闲广场， 绿化

效果突出， 很是养眼。 第二天办事要去的小学， 正好在广场

对面， 旁边是一大片新开发的商品房住宅区， 打听了一下，

大概

4000

多元。 从位置判断， 这所小学， 很可能成为未来

的中心小学。 小学占地很大， 据介绍， 校舍是一位港商捐建

的， 操场政府原来承诺出资整修。 但遗憾的是， 恰逢房地产

业面临收缩， 当地政府的收入缩水， 这笔费用就暂时拖着

了。 于是， 呈现在我们眼中的， 就是一副对比有点鲜明的画

面： 一边是看上去颇具现代感的教学楼， 一边是在雨后像工

地似的烂泥地。 小朋友们倒是不大在意， 在泥水中照样玩得

不亦乐乎。

除了这所小学， 我们还去了几所初中， 所到之处得到的

信息是相同的： 前两年依靠卖地， 政府收入尚可， 于是县

中心区的一中和中心小学， 相对来说获得的投入稍大一点。

而其他的几所小学、 中学， 政府只负担基本运行费用， 教

学设备、 校舍更新， 甚至学生住宿需要的床， 都需要外界得

资助。

我们常听到 “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孩子”， 而

从政府的角度， 也确实在逐渐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根据财政

部网站披露的信息， 今年

1-5

月， 全国财政支出

4.1

万亿

元， 其中， 教育支出增长了

29%

， 为

6080

亿元， 占总支出

的

14.8%

。 中国大概有包括市辖区在内的县级单位

2800

多

个， 如果平均分配， 大概

1

个可以分到

2

亿来元。 呵呵， 当

然不可能。 但按十分之一算的话， 应该也有

2000

多万元，

而且， 这只是前

5

个月的支出。 只是， 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

教育资源的分配很不均衡， 像一些贫困地区， 能否得到均值

十分之一的水平也很难说。 在这种情况下， 教育要想进一步

发展， 恐怕需要更大的投入。 这笔费用从何而来？ 政府有没

有考虑过压缩自身的开支， 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呢？

别的不说， 光是公务用车这块就大有可为。 据报道， 每

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在

1500

亿至

2000

亿元， 还有说法是，

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约为

3000

亿至

4000

亿元。 这部分有

没有可压缩空间呢？ 以俺的个人体会来说， 恐怕有。 一位亲

戚， 在一个省会城市街道办工作， 有公车。 另一位亲戚， 在

一个地级市的科级单位任一把手， 有公车。 因为在不同的

省， 大致具有代表性， 也就是说， 现在公车的配备， 已经普

及到乡镇一级。 而根据日常的了解， 这些公车往往都是在私

用。 如果说按照最保守估计的

1500

亿元年支出， 节省掉一

半， 也有

700

多亿元可以用于补贴教育支出。

道德经中曾说过， 吾言甚易知也， 甚易行也， 而人莫之

能知， 莫之能行也。 这些道理，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说出来

甚是寡味。 不这样去做的道理也很简单， 无他， 利字使然。

趋利避害， 人之天性， 无可厚非。 但大家也都清楚， 如果政

府不去调整自身开支结构的话， 对教育的重视， 恐怕只会飘

在空中。 而要想更合理的实现开支结构调整， 必要的一步，

似乎应该是进一步增加政府财政预算的透明化， 以及加强对

预算的事前监督和事后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