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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个公司挽救爱情？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在这个爱情快餐化、 人心浮躁的年

代， 每天都在上演着多少情侣之间分分

合合的故事， 能否通过改正挽回逝去的

幸福？ 杭州人温先生就敏锐地挖掘到了

这里面的巨大商机。

温先生祖籍浙江杭州， 很早就来到

了北京打拼。年轻时，温先生可谓潇洒倜

傥，谈过好几次恋爱。可是最让他刻骨铭

心的一段恋爱，最终却因为对方的任性、

他自己的固执而分手了。事后，温先生焦

虑万分，托朋友、师长、同事去说情，甚至

还想到过自杀。最终，女朋友还是离他而

去。这段惨痛的人生经历，给了温先生很

多的反思，他越来越觉得，这段感情本来

是可以挽回来的， 但因为自己方法和理

念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

此后， 温先生就喜欢上了心理学，尤

其是关于爱情心理学方面的。他买来不少

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从了解恋爱中双方的

心理入手，开始更深一层地去了解恋爱

中男女双方的各种情感需求，分手后男

女双方的心理特点、情感诉求等等。 不

巧的是，温先生的一个好哥们也遇到了

恋爱危机， 女方分手态度非常坚决，温

先生的这位朋友因为深爱着女朋友，心

情极度焦躁而痛苦。吸取自己上一次恋

爱失败的经历，温先生首先劝朋友冷静

下来，分析自己的缺点，接受分手的现

实， 同时也给对方一个冷静思考的空

间。 “在分手之后，冷静下来，并非意味

着你无所作为，而是要在冷静的过程中

想方法，想挽回之道。 ”温先生说，很多

恋爱中的人分手， 并不是因为感情不

好，而且因为不懂对方，甚至不懂男人

和女人， 由此导致误解和怨恨积累，最

终不可收拾。 而分手后，想挽救的一方

又心浮气躁，急于求成，其结果就是对

方越来越烦， 对挽救方的印象越来越

差。 朋友按照温先生的方法去挽救，在

经过了

4

个月的努力后，温先生的这位

朋友和女朋友重归于好。

通过这段经历， 温先生突然来了灵

感：现在这么多恋爱的人分手，分手之后

又有那么多的人想挽回，但是大多数的人

其实并不知道挽回的正确方法，我何不开

个公司，挖掘这里面的巨大商机呢？ 在经

过了认真思考和规划之后，温先生的情感

挽救工作室正式开张了，并且设计了专门

的网页，开通了热线电话。 在此之前，温先

生还去专门研修了一段时间的心理学课

程，拿到了相关的资质和认证。

让温先生大感意外的是， 他的创业

历程并不像很多创业者那样艰难， 也许

是因为情感挽救这个行业还是个朝阳产

业，涉足这方面的人并不是太多。温先生

继续边学习边从事咨询业务， 公司也招

聘了几位心理学专业毕业的本科生。 也

许是因为分手的人太多， 想挽回的人又

太多， 温先生的情感挽回业务在不到一

年的时间里就越做越大， 他还总结出了

一些情感挽救的黄金规则， 并且打算近

期出版一本情感挽救的书籍。

温先生的盈利模式是： 通过网站和

品牌营销不断拓展客户， 然后接受客户

的付费咨询， 一般电话咨询是一个小时

300

元，当面咨询是一个小时

500

元。 此

外还有针对高端人士的

VIP

服务， 比如

一年收费是

25000

元。 更高端的是私人

终身情感顾问。接下来，温先生还打算开

设专门针对大学生的情感挽救工作室，

针对工薪阶层的情感挽救工作室、 以及

针对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情感挽救工作

室，并且还打算开设情感挽救网络课堂。

在温先生看来， 情感挽回工作是一

项带有公益性质的工作， 所以他感到很

有成就感， 同时这里面也蕴含着巨大的

商机，“情感挽救的产业链其实很长的，

除了情感挽救心理咨询， 还比如礼物赠

送、书信指导，这些都有商机。 ”温先生

说，在情感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引起

人们关注的当下， 情感挽救产业毫无疑

问是充满无限商机的朝阳产业。

玉器收藏：材质之外亦重形制

孔伟

上期讲了一个玉件收藏故事，说明玉

件收藏于美观之外应更重材质。本期再给

大家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看看

在材质之外，形制是不是也很重要？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我玩和

田玉多年，老婆耳濡目染，也对玉石玉器

逐渐产生了兴趣， 只不过我俩在细分类

别里还是有不一致的地方： 我爱的是和

田玉，她喜欢的则是翡翠。

我有一帮玉友， 并且时常在一起切

磋，互相学习；她也与一帮玩翡翠的“娘

子军”打得火热，经常研究种、水、色之

类，似乎也有些长进。我时常买些和田玉

的籽料原石与雕件， 她也偶尔买点翡翠

挂件之类，期待能够保值增值。

不过，最近老婆却大手笔了一回，一

下子买回三件翡翠雕件， 其中一件已经

拴好挂绳， 说是送给我的

50

岁生日礼

物。我在感动之余却也有些担心：万一她

自认为对翡翠已经很了解甚至很懂了，

大手大脚买回一堆增值潜力有限的翡翠

件，该如何是好？

好在这次买回的三件东西种水都还

不错，看上去是同一块料子加工而成的，

到冰种了，其中两件大一点，称了一下都

在

15

克左右；另外一件小一些，只有

11

克。 雕工不能说好，但也不是很差，只不

过雕的究竟是什么题材得仔细看好一阵

才能看出点端倪来， 后来熟悉翡翠的人

告诉我，这种玉件统称为花件。

老婆说， 她们几个娘子军到一家翡

翠店里看货， 老板拼命向她们推荐同一

块冰种料子做的玉件， 大家看着还不

错，便各自买了一两件。她之所以一下

子买三件，是因为老板咬死单件得

2.2

万，三件一起走才能优惠至

5

万元。于

是她一咬牙一跺脚，买！

其实， 在回家的路上她就感觉到

有些心虚：东西虽然确实是翡翠，看上

去也还不错， 但究竟值不值

5

万元心

里一点底都没有。另外，我究竟是什么

态度也完全不可预知， 万一高高兴兴

买回来，却闹得我俩不愉快怎么办？还

好，事先跟老板说好了，

3

天之内可以

退货，而且是无条件、无理由退货，算

是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要说起来， 我玩玉的年头也不算

短了，但仅局限于和田玉，对翡翠最多

也就能大致判定个真伪，看看种水色，

对更深层次的关系到价值的质地、色

泽、雕工等方面仍然比较外行。这几件

雕件究竟怎么样， 市场价是不是能达

到

5

万左右，我心里也没底。于是携玉

件直奔深圳的翡翠加工销售集散地三

联村， 准备找从翡翠赌石到加工再到

销售 “一条龙” 经营的玉商朋友掌掌

眼，并据此决定最终的取舍。

玉商朋友看到玉件的第一句话是

“料子还不错”，说是到冰种了，并且飘

的不是蓝花，而是绿花；打光看了一下

也没有发现绺裂之类的瑕疵， 在我的

一再要求下给出了合计

4

万元的估

价， 这相对于

5

万元的买进价几乎不

存在显著性差异， 因为玉件的估价本

身就不可能十分精确不说， 这位玉商

以加工、批发为主，批发价

4

万元，零

售价肯定达到甚至超过

5

万元了。看来，

这几件东西至少在价格上并没有吃亏。

不过， 接下来玉商朋友的几句话却

如泼过来一盆冷水：虽然看上去不错，但

要保值增值却有点问题———这几件东西

都是花件， 也就是根据材料的大小、厚

薄、形状随形而雕，有时候所雕的图案会

比较牵强， 工差一点的话甚至看半天也

不知道究竟雕的是什么东西。 用于投资

的玉件因为涉及最终变现的问题， 必须

得大气， 让人觉得是用不小的料子雕琢

而成，而不是用边角料做成的；同时还得

大众化， 也就是要选择市场接受程度广

的样式和题材，比方手镯、项链，挂件中

的观音、佛等等，尤其是手镯，只要东西

好，不愁没销路。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回家跟老

婆一“传达”，再看看所藏多是些细碎的

小件东西， 她也觉得自己买的时候确实

冲动了些，于是决定赶紧去退货。

退货很顺利， 三件小东西很快又变

回了真金白银。不过，老婆又带回来一个

消息：“那位老板那里新到一只翡翠镯

子，种水都不错，只是颜色稍微差点，要

不我们抽空去看看？ ”

总算走回了“正道”上。只是，还没来

得及高兴呢， 老婆报出的价格又吓了我

一跳：

80

万……

Treasure H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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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为什么涨价？

孙清岩

今年以来，有几家报纸进

行了涨价，如《环球时报》零售

价从

1.2

元涨至

1.5

元 ，《华

夏时报》和《中国经营报》也从

3

元涨到

5

元。 而且 ，香港的

《星岛日报》、《明报》、《经济

日报》， 也纷纷加入涨价的行

列。 记得早在

2008

年，由于新

闻纸的提价，全国几乎所有的

纸媒都进行了提价。 今年的报

纸涨价是否也会如

2008

年一

样成为普遍现象？ 报纸涨价的

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逻辑和实

质呢？

报纸为什么涨价？

报纸涨价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生产报纸的成本增加，其

中， 原材料———新闻纸价格的

提高，是报纸涨价的直接原因。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印刷成本，

再加上人工成本及房租成本的

增加等， 使报纸的生产成本远

远大于其销售价格。 从印刷成

本看， 我国新闻纸的价格经过

了几次大的震荡， 表现突出的

主要年份是

1988

年、

1995

年、

2004

年和

2008

年。 在

1995

年，

由于各地报纸扩版， 纸张供应

紧张 ， 新闻纸价格由年初的

4000－4200

元

/

吨， 一路狂升到

6000－6500

元，最高时市场价格

达

7500

元

/

吨。 而最近一次涨价

是， 从

2007

年第四季度开始，

2008

年就进行了

3

次提价，价

格从

2007

年的

4400

元

/

吨，涨

到

6000

元

/

吨。 从人工成本及房

租成本看， 近几年也都是成倍

的增长，特别是房租成本。

但凡事都有个例外，除了由

于成本增加导致报纸价格上涨

外，还有些报纸为了提高报纸的

品牌，进行差异化竞争也会使订

价高于同类的报纸。 我想当年

《南方都市报》 率先由

1

元提高

到

2

元，考量的应该不仅仅是成

本的问题。

报纸应该涨价吗？

这似乎是一个不应该问同

时也不必回答的问题，因为答案

是肯定的。 但果真这样吗？

在

2007

年某报业集团的印

刷和发行成本加起来为

1.5

元，

而当时一份报纸才卖到

0.5

元，

后来提高到

1

元也仍然没有达

到这两项的成本。 更要命的是，

有些报纸涨价后， 其市场占有

率或销量会骤然下降， 相对应

的广告收入也随之下降 。 在

2007

年上半年，《南方都市报》

在深圳市场占三分之二以上的

份额，基本处于垄断地位。在

11

月份价格由

1

元提高到

2

元

后，《南方都市报》 的市场份额

下降到

26.81%

，《晶报》 上升到

25.14%

、 《深 圳 晚 报 》 为

14.07%

、 《深 圳 特 区 报 》为

16.44%

， 三报之和已明显大于

《南方都市报》。

报纸不是一个普通的产品，

它是可以二次售卖甚至三次售

卖的产品，第一次卖的是内容，

第二次卖的是广告， 第三次卖

衍生品。 但国内报纸主要是卖

前两种，只有报纸很有名，并开

发出相关的衍生品时才会出现

第

3

次销售。 由于现在的报纸

几乎都是以广告收入为主要来

源， 这也是纸媒的主要盈利模

式， 所以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是

“赔发行，赚广告”，而市场中出

现的免费报则直接就是卖广

告。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报纸

不涨价就成为了一个理性选

择。 可为什么有的报纸还要寻

求涨价呢？ 这也就产生了另外

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报

纸都不能涨价？

报纸应该如何涨价？

为什么有的报纸会选择涨

价， 而且涨价并没有影响到发

行和广告收入， 而有的报纸在

涨价后会立刻影响到发行及广告

收入呢？

报纸的类型不同， 选择价格

的策略也会不同。 我们可以把报

纸简单分成这么几类： 第一类是

党报；第二类是都市报；第三类是

专业类报纸。 这三类报纸中，最不

应该涨价的就是党报， 其次是都

市类报纸， 而专业类报纸则可以

适时涨价。 比如这次涨价中，都是

专业类报纸。 《环球时报》是时事

新闻类报纸，与之匹敌的只有《参

考消息》， 但两者的风格又不一

样，一个是以内部声音为主，一个

是以外部声音为主。 而 《华夏时

报》和《中国经营报》则是财经类

报纸，而且是周报，这些报纸的价

格上调不会影响到这类报纸的发

行量，或者影响很小。 原因是这类

报纸的替代性很小， 特别是新媒

体对其冲击不是很大， 因为其深

度和专业性正好与新媒体形成了

差异化竞争。

涨价的时机选择对于涨价

后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时机选

择得好，涨价后一般不会影响到

报纸的发行和订阅 ；相反，则会

有很大的影响。 笔者认为在消费

物价指数持续走高时、在征订期

到来之前几个月以及重大事件

发生前都可以作为涨价的良好

时机。

而报纸涨价的幅度则是个技

术问题，更是一个难题。 价格幅

度选择得好，对报纸的发行影响

就小 ， 对收入则会起到正的效

果，相反选择不当则会直接影响

到收入，从而给报社带来巨大影

响，当年《新民晚报》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 理论上，报纸需求弹

性可以分为报纸需求的价格弹

性、报纸需求的收入弹性以及报

纸需求的交叉弹性。 报纸需求的

价格弹性，指报纸价格变动对报

纸需求变动的影响程度，一般用

价格弹性系数来表示，也就是价

格每变动

1%

， 需求变动的百分

比。如果弹性系数大于

1

，则说明

报纸需求富于价格弹性， 小于

1

则说明缺乏价格弹性。 研究表

明，我国的大多数报纸其价格弹

性系数是小于

1

的。 一般来说我

们把价格弹性系数等于或接近

1

的看作是可以替代类的报纸，这

种对价格高度敏感的报纸最好

不要涨价；价格弹性系数在

0.9-

0.6

之间的可以看作是准替代类

报纸， 对于涨价要慎行或缓行；

价格弹性系数在

0.5

以下的可看

作是不可替代类报纸，可以适时

适当提高价格。

报纸需求， 除受价格弹性影

响外还受到不同程度的收入弹性

以及交叉弹性的影响。 收入弹性

是指收入变动对报纸需求变动的

影响程度， 而交叉弹性则是指相

关报纸的价格变动对报纸需求变

动的影响程度。

另外涨价的幅度还要考虑报

纸的有效发行量， 同时还要对这

张报纸的消费人群进行分析，甚

至还要考虑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

等等。

报纸涨价的背后

笔者认为，报纸涨价的背后，

其实是传统纸媒在新媒体的冲

击下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 传统

媒体的危机感在互联网出现后

就存在了， 但直到近

10

年才真

正当成一个问题，更确切说是直

到近几年，才把这一问题提到议

事日程上。

笔者认为， 报纸作为内容产

业，首先应该做的是把自己的内

容做好，提高报纸的质量 ，把可

读性和权威性有机结合好；其次

要探讨研究与新媒体的关系，如

何做到报网互动、 报网融合，使

报纸和网络具有差异化，提供给

不同的消费者 ；再次，就是增强

对报业集团内部的科学管理，降

低管理成本，同时有效地利用资

本市场；此外还要利用纸媒的天

然优势 ，在大数据时代，创造出

更多的有效需求，当然这都需要

智慧和时间。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三件小玉件，5 万元你觉得合适不？ 孔伟/摄

微传播带来大震荡：你信还是不信？

证券时报记者 吴昊

当股市大跌的时候，我们往往不知

道发生了什么。在微博微信的“微传播”

时代，由于信息快速传播导致利空会被

放大， 而这在未来或将会成为一种常

态， 面对此类现象投资者应该加以甄

别，捕捉长期投资确定性或会更高。

风声鹤唳加剧股市震荡

本月初， 市场传出中纪委近期将

彻查券商和基金的内部腐败情况，并

称已有

3

家券商和

4

家大型基金公司

的高层被约谈， 其中更传宏源证券董

事长及总经理在某日上午

10

点被带

走约谈。受此影响，当天券商板块集体

下跌，多只券商股跌幅超过

5%

，宏源

证券更是放量大跌

10.02%

，市值蒸发

近

50

亿元。 但是盘后，宏源证券发表

声明称此消息完全是虚假消息， 公司

经营正常，没有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

原来只是虚惊一场，但在微博时代，

一条消息往往会被放大， 投资者宁可信

其有，会将恐慌无限延伸，形成一种“多

维恐惧”，进而引起市场恐慌，并且此类

消息极为容易操作， 如果有人恶意做空

的话，简直是毫无成本。

最近一次的案例是在本周四的大跌

中， 市场开始盛传安信证券程定华已经

辞职移民，原因是其彻底看空中国股市，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

V

认证的主流媒

体微博也转播了这一消息， 但是此消息

在收盘后不久就被辟谣。

几位老股民熊市时在券商营业部打

牌的清闲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以后老股民

也必须注册个微博，否则都不知道股票为

什么被砸了盘，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社会

中，任何游戏都是摆在桌面上玩的。

当股票大跌的时候， 投资者一开始

看到传闻的时候认为原因是那样的，可

后来又被否认了， 这就像在学校上课时

忽然有人喊了一句地震了， 然后所有人

都往外跑一样，等回过神儿来，才听到有

人说只是风吹坏了玻璃， 当然玻璃也可

能是被人砸坏的。

这是一种逻辑上的死角， 这种不确

定性给投资者带来很大的想象延伸空

间，在投资上往往表现为概念性炒作，导

致股市波动加剧， 特别是如果未来能够

自由做空， 或将产生一种新的事件性套

利机会。

把握大局顺应经济趋势

如果投资者能够超越这种极度乐观

或者恐慌，进行冷静思考，寻找确定性，

反而会有利于我们在投资上更好地把握

投资节奏。

有些消息很难证伪，比如这几天的

A

股大跌，分析人士多认为是首次公开募股

重启、外围市场低迷、经济数据低迷等原

因，当然，这些原因或许并不是股市下跌

的真正原因，但当股市下跌时每个人都在

找原因，每个人都能找到不同的原因。

中国股市中的个股已经过了庄股的

年代，或许我们应该看得更长期一些，毕

竟越长期的因素其确定性越大一些，分

析其原因的回旋空间也越大， 当然这也

需要运用到多维的思路去分析。

房地产泡沫会不会破灭？我们一直盯

着的市场刚需可能不是决定性因素，未来

美国量化宽松停止，热钱的退出或许是最

大风险；制造业如何应对未来人口红利的

结束？ 虽然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已经不

再，但一直讨论的人口结构老龄化可能不

是最大威胁，而是机器代替人劳动。

当然，现在讲来或许有些马后炮，但

是如果可以提前一年认识到这些逻辑，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占取先机， 在投资

上也可以领先市场把握一些机会， 或者

避免一些损失。 近期席卷银行、券商、基

金的债券监察风暴最终会走向何处？ 央

行一直迟迟不降息的原因是什么？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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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毕业生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未

来地方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线是什么？

讲起来是容易的， 但宝藏就埋藏在

大多数人不知道的地方。

周末随笔

Weekend Ess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