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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龙附凤的商人们当以贾府为戒

贾壮

最近

，

资本市场接连发生几起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失去联系

”

的事

情

，

其中有人见人爱的美女老板

，

有极

具盛名的地方首富

，

还有多次获奖的

先进个人

。

已经披露的信息显示

，

几起

事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

与落马官

员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

。

在走向囹圄的道路上

，

官员和商

人经常结伴而行

，

就像是瓦岗寨里的

王伯当和谢英登

。

这种现象折射出一

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

政商关系存在严

重的扭曲

。

有哲人说

，

小说是隐去了地

名和人名的历史

。

在

《

红楼梦

》

里面

，

大

文豪曹雪芹为世人展现了一段精彩的

政商关系破裂史

，

经商者可引以为戒

。

贾府之所以能成为

“

花柳繁华地

，

温柔富贵乡

”，

固然同祖上的彪炳战功

密不可分

，

但宝玉时代的荣华富贵要

想持续

，

全得仰仗胞姐元妃的凤体安

康

。

用现在商人们的话来说

，

应该叫做

“

走好上层路线

”。

建立在利益基础上

的政商关系注定不会牢固

，

再加上元

妃的身子不争气

，

待到

“

虎兕相逢大梦

归

”，

贾府便作鸟兽散

，

才女们不是

“

寒

塘渡鹤影

”，

就是

“

冷月葬花魂

”，

最后

留下个

“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

对于贾府赖以生存的政商关系之

脆弱性

，

府上草字辈媳妇中的优秀代

表秦可卿有着清醒的认识

，

她曾经在

贾府首席执行官凤姐的梦中语重心长

地劝诫

，“

有道是登高必跌重

，

如今我

们家赫赫扬扬

，

已将百载

，

一日倘或乐

极悲生

，

若应了那句

‘

树倒猢狲散

’

的

俗语

，

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读书旧族

了

”，

而且她还为贾家指明了一条摆脱

扭曲政商关系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

读书务农

，

只可惜吃惯了官家饭的贾

家男女利令智昏

，

未能听进去这逆耳

忠言

。

反观中国现实

，

近些年来犯事的

商人们

，

很多都是在经营政府关系时

走上不归路

。

商人逐利

，

要选择最

“

经

济

”

的路径

，

他们如此热衷于攀龙附

凤

，

说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错位

。

地方

政府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中往往占据

主导地位

，

一些手握重权的腐败官员

会通过干预市场的方式来谋取私利

，

既

然攀上高枝便可一本万利

，

商人们自然

会对经营政府关系乐此不疲

。

所以说

，

打

破扭曲的政商关系

，

首先得从政府职能

转变入手

，

让市场规则取代官员权力

。

试

想

，

如果贾母不用给自己的孙女行跪拜

大礼

，

贾政见到宫中太监也不至于战战

兢兢

。

因为政府对市场有过不恰当的干

预

，

有些商人经常会抱屈

：

这么多顶

“

大

盖帽

”

管着

，

不想想办法能行吗

？

的确

，

在

存在灰色地带的营商环境下

，

对拥抱权

力的商人们进行道德批判也许有失公

允

，

但要是把扭曲政商关系的责任都推

给官员也不合适

。

面对同样的环境

，

为什

么有的商人就可以

“

站着把钱挣了

”，

而

且做得非常成功呢

？

那种整天热衷于经

营关系的商人们

，

是不是也应该反省自

己总想走捷径的投机心理呢

？

可以看到

，

有不少贪官是玲珑的商人们精心培育

，

就像是当初薛宝钗进宫参加选秀女一

样

，

那可是抱着入住椒房的雄心的

。

有些经济研究者将企业家才能作为

劳动

、

土地和资本之外的第四种生产要

素

，

企业家才能可以将前三种要素合理

组织

，

发挥最大的生产效率

。

建立市场经

济需要重视企业家才能

，

但企业家应该

将更多的才能用于企业经营

，

而不是去

经营官员关系

，

如果总是将企业的命运

与某位不轨官员的政治生命捆绑在一

起

，

迟早逃不掉类似贾府的命运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在商言商的历史思辨

乔新生

最近

，

知名企业家柳传志在一次

座谈会上的发言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

。

他说

：“

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

，

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

，

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

的本分

。 ”

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究竟该保持怎

样的关系

，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

曾有学者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

部地区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关系进行

调查统计分析

，

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

现象

：

越是发达地区的企业家与政府

官员的关系越密切

，

越是欠发达地区

的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关系越紧张

。

市场的归市场

，

政府的归政府

。

但

也要看到

，

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绝

对不是平行的关系

，

更不是此消彼长

的关系

，

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

政府为

企业提供服务时

，

必须严格依法办事

。

依照现行的法律规则

，

政府官员与企

业之间的关系几乎到了密不可分的地

步

。

从企业的登记成立到企业的市场

经营

，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政府积极参

与

。

只不过在沿海发达地区

，

政府官员

的素质普遍较高

，

因而在与企业打交

道的时候

，

他们习惯于按照法律规则

办事

，

不仅与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工作

关系

，

而且与企业家建立了良好的相

互信赖关系

。

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

，

使

得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企业家可以腾

出更多的时间处和思考市场经济的规

律问题

，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产品的开

发和市场的拓展方面

，

以更多的利润

和更多的赋税回报社会

。

这是一种良

性循环机制

。

在这样的机制下虽然也

存在腐败问题

，

但是

，

由于东部沿海地

区的政府官员多数已经充分了解了政

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

因此

，

政府官员

与企业家发生法律关系的时候

，

能够

掌握好分寸

，

处理好主从关系

。

中西部地区由于市场经济欠发

达

，

政府官员为了加快经济的发展

，

越

俎代庖

，

干了许多政府官员不应该干

的事情

。

正是由于政府官员急于求成

，

在招商引资和企业经营的过程中不断

地干预企业的自主经营权

，

结果导致

企业家与政府官员之间正常的合作关

系变成了不正常的利益关系

。

现在中

西部一些地方流行

“

招商引资

，

关门打

狗

”

政策

，

企业家上门投资的时候

，

被

政府官员待为上宾

，

可是

，

当企业获得

丰厚利润的时候

，

一些政府官员摇身

一变成为流氓恶棍

，

他们不仅吃拿卡

要

，

而且采取一切手段侵吞企业家的

财产

。

新闻媒体披露的大量案例说明

，

中西部一些地区投资环境正在急剧恶

化

，

当地政府官员为了掠夺企业家的

资产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

正因为如此

，

一些企业家才会发

出感叹

，

认为企业家应当在商言商

，

绝对不能与政府官员称兄道弟

。

如果

企业家关心政治

，

为政府官员出谋划

策

，

那么

，

最终有可能会

“

赔了夫人又

折兵

”。

企业家恪守自己的本分

，

在法律

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

对政府官

员敬而远之

，

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商业

麻烦

，

同时又可以巧妙地回避政治漩

涡

，

使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独善其身

。

企

业家的告诫

，

既说明我国的经营环境有

待进一步改善

，

同时又说明

，

企业家必

须学会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政治经济环

境中明哲保身

。

和中国企业家的消极态度不同

，

自

11

世纪至今

，

西方国家的企业家从来都

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

他们不仅利用自

己的聪明才智创造财富

，

而且充分发挥

财富的力量建立了公民社会

。

西方国家

的分权制衡政治制度

，

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

，

就脱胎于中世纪的公司制度

。

当时地

中海沿岸的城邦国家比如威尼斯和热那

亚商人们自发地聚集在一起

，

建立股份

制企业

，

他们把资金集中起来购买货物

装上轮船

，

漂洋过海到阿拉伯的亚历山

大港销售

，

这种被称之为

“

海上协会

”

的

组织

，

逐渐演变为股份公司

。

当代各国公

司法的许多制度

，

都脱胎于

“

海上协会

”。

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和商业组织的完善

，

地中海沿岸的商人们开始发挥自己的影

响力

，

他们制定属于自己的商业规则

，

并

且建立相对独立的仲裁法庭按照自己的

规则处理商业纠纷案件

。

各国的统治者将

企业家制定的规则通过立法程序加以整

合

，

从而成为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

现在许多国家制定商业法律规则的时

候

，

仍然沿用这种传统做法

，

由商会或者

商业自治组织起草法律草案

，

然后提交国

家的立法部门加以认可

。

这说明企业家在

商业社会不是被动地被管理者

，

而是社会

的建设者

，

或者说是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

制定者和实施者

。

中国的企业家既要有恪守本分的分

寸感

，

同时又要有历史的使命感

，

在市场

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建言献策

。

否则

，

企业家的社会影响力就会下降

，

公信力

也会受到质疑

，

也很难成为真正优秀的

企业家

。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换目标不如换方法

陈道林

笔者每天途经武汉光谷大道开车

上班

，

裹挟在缓慢移动的车流之中

，

都

有插翅难飞的感觉

，

通过三环线路口

时

，

一般都要等上三四个红绿灯才能

长舒一口气

。

四年前

，

我刚搬到藏龙岛

的时候

，

曾经享受过短暂的畅快

，

能够

开到

60

公里的时速岂不快哉

？

随着光

谷金融港以及诸多企业

、

楼盘的落成

，

光谷大道沿途红绿灯翻番增加

，

车速

一点点变慢

，

畅快的感觉很快消失殆

尽

。

最新的消息说

，

这条通车才

12

年

的光谷主干道

，

现在已经启动高架桥

的建设

，

准备铺设

“

快速通道

”

来提高

通行速度

。

光谷大道这四年来的变化之大

，

超出了我的想像

。

类似这样的

“

想不

到

”

的情形

，

在生活中其实并不少见

。

十年前

，

当我为十多万的首付踌躇的

时候

，

当时最真切的想法就是人到中

年能把房贷还清

，

完全没有想到后来

还会买车买房

。

我在今年初盘点学校

去年的

“

业绩

”

时发现

，

网站的建设

、

教

材的修订

、

异业机构的合作

、

管理构架

的调整

、

校舍纠纷的处置

、

教研机制的

形成

……

不少难啃的骨头居然都啃干

净了

，

不少难干的事情居然都完成了

！

平时感觉可没这么好

。

一天或者

一周下来

，

拟定的计划难免有或多或

少的欠账

，

有时因为突发的事情

，

有时

因为临时的接待

，

有时仅仅多浏览了

一会儿网页

，

在微信

、

微博上多停留了

一会儿

，

好端端的计划就走了样

，

甚至

泡了汤

。

总有这样或那样不爽的地方

。

这种快与慢的反差

，

蕴含着一个

有趣的现象

，

人们常常高估自己短时

间能够完成的目标

，

却往往低估长时

间能够达成的计划

。

常见的情形是

，

我

们过于在乎眼前的利益

、

当下的感觉

，

过于计较一时一地

、

一城一池的得失

，

经常陷入到患得患失的惶恐之中

，

一

有风吹草动就失去了定力和分寸

，

容

易动摇和改弦易张

，

把

“

我们为什么要

出发

”

或者

“

我们要到哪里去

”

这两个

更为根本的问题忘在了脑后

。

不久前

，

一个即将转正的员工辞职

走了

。

临走前我和她谈过一次话

，

她说自

己原本打算找一份和专业相关的工作

，

可是这段时间她教学能力提升缓慢

，

尤

其是和正式员工相比

，“

干同样的事情工

资少多了

”，

心里很不舒服

，

准备换一份

和专业不相关的工作

。

我理解她的心情

，

但是并不赏识她的思维方式

。

我给她的建议是

，

心急吃不了热豆

腐

，

换目标不如换方法

。

提升缓慢是不是

方法不对

？

和正式员工存在收入差距正

好说明还有奔头

，

为什么看不到和正式

员工能力上的差距呢

？

遇到一时的困难

，

不要急于否定自己的选择

，

最好换个角

度看问题

，

换种方法解决问题

，

逐步缩小

和目标之间的差距

。

假以时日

，

就一定能

够积小胜为大胜

，

收获一个让自己都吃

惊的结果

。

如果几经周折

，

发现确实此路

不通才考虑回头不迟

。

古人有云

：“

无志之人常立志

，

有志

之人立长志

。 ”

说的是同样的道理

。

只可

惜现在焦虑症常常困扰着我们

，

急于求

成常常灵魂附体

，

不少年轻的朋友们目

标换了一个又一个

，

思维还是停顿在过

去

，

能力未见有长进

，

结果事与愿违

，

与

好工作

、

好

“

薪情

”

失之交臂

，

甚至渐行渐

远

。

要知道

，

朋友是老的好

，

酒是陈年的

香

，

都要经过时间的考验

。

(

作者系武汉快乐学堂创始人

)

劳动成本自发上升有利于经济增长

谢作诗

有人说

，

劳动成本上升给制造业

带来困难

，

不利于经济增长

。

这个说法

其实不对

。

在没有人为干预的市场上

，

工资

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所创造的价

值

。

劳动成本自发上升

，

一定是劳动的

边际生产率提高了

。

企业不是福利机

构

，

老板不可能赔本发工资

。

你要创造

3

千块的价值

，

老板才能给你

3

千块

的工资

。

生产率提高

，

这只会有利于经

济增长

，

而不会不利于经济增长

。

如果没有制度阻碍劳动自由流

动

，

那么这个企业因为劳动成本上升

做不下去了

，

一定是劳动在另一个企

业创造了更大的价值

———

不可能任何

人生产率都没提高

，

却有人工资提高

了

。

众所周知

，

劳动从农业部门流向工

业部门导致经济增长

，

因为工业部门

的劳动生产率高

，

农业部门的劳动生

产率低

，

劳动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

门

，

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

我们看到劳动

生产率提高经济会高增长

，

可是我们

忽略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成本上

升其实是一回事

。

逻辑上

，

在一个没有人为制造的

高工资

、

高福利的国家

，

劳动成本愈

高

，

经济增长应该愈快才对

。

我们看到

西方国家劳工成本高

，

经济竞争力低

，

这只是表象

。

西方经济缺乏竞争力

，

不

是劳动成本高本身的错

，

而是因为他

们的高工资是人为拔高的

，

而不是市

场决定的

。

中国没有人为的高工资

、

高福利

，

劳动成本上升不过是劳动生产率提高

的结果

，

怎么会对产业造成困难呢

？

怎

么会减弱经济增长呢

？

当然不是完全

没有人为的拔高

，

公务员的工资就被

人为拔高了

，

而最低工资

、

工资集体协

商也正在开坏政的头

。

中国要思考的是到底什么制约

了劳动的自由流动

。

像广东

、

浙江等

沿海地区

，

劳动成本到底有多少是户

籍

、

医疗

、

教育等制度推高的

？

为什么

中西部低成本的劳动不能流向沿海

地区

？

如果说企业内迁到中西部能够

雇到低成本劳动的话

，

那么沿海的劳

动成本上升就与高房价

、

户籍限制

、

孩子上学难等问题大有关系

，

是它们

制约着劳动从中西部流向沿海地区

，

减少了沿海的劳动供给

，

导致企业经

营困难

。

如果我们不区分劳动成本上

升的原因与性质

，

简单把制造业的困

难归结为劳动成本上升

，

那么就会误

判中国制造面临的困难与中国的增

长前景

。

有些人不负责任

，

主张劳动密集

型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

。

假如你做

内需

，

那么转移到中西部去没问题

，

但

你要是做外需的话

，

那是绝对不行的

。

在

古代

，

经济中心原本在中原

，

为什么到了

近代转移到了沿海

？

很重要一个原因是

当今是全球化时代

。

面向全球生产

，

沿海

具有天然的优势

。

想一个简单的道理

：

是

把人转移到沿海来生产成本低

，

还是将

原材料和产品运来运往在内地生产成本

低

？

难道古代的中原人勤劳智慧

，

而他们

的子孙却愚笨懒惰不成

？

难道古代的沿

海人愚笨懒惰

，

他们的子孙却又勤劳智

慧不成

？

中国要想办法通过制度变革把沿海

的生产生活成本降下来

，

而不是把产业转

移到中西部去

。

但现在我们好像在向相反

的方向走

。

中国还要避免人为拔高工资和

福利

。

想明白其中道理并不难

。

如果通过

人为拔高工资和福利就能改善百姓生活

，

那就把最低工资规定到每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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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不是我们个个都成了千万富翁

？

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伴随的劳动成

本上升永远都是好事

。

若说一国增长的

基础是低劳动成本

，

那岂不是成了笑话

：

为了经济增长

，

倒要有意的压低工资收

入了

？

而压低了工资收入

，

经济就总是能

高增长了

？

可实践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

案

：

高增长不在劳动成本更低的非洲

，

而

在劳动成本更高的中国

。

何况

，

我们发展

经济不就是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吗

？

如

果劳动成本不上升

，

那么老百姓的收入

水平怎么提高

，

怎么可能过上好日子

？

但

是

，

要克服和避免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外

的其他因素对于劳动成本的推动

。

任何

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外的因素导致的劳动

成本上升都只会给经济带来噩梦

，

最终

让人民不能过上好日子

。

切记

，

不是劳动

成本上升本身造成了中国制造的困难

，

而是制约劳动自由流动的制度造成了中

国制造的困难

。

（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国际

贸易学院教授

）

【贾语村言】

商人逐利，要选择

最“经济”的路径，

他们如此热衷于

攀龙附凤，说明政

府与市场的关系

错位。

【言为心声】

市场与政府之间

的关系绝对不是

平行的关系，更不

是此消彼长的关

系，而是一种相辅

相成的关系。

【江湖论道】

遇到一时的困难，

不要急于否定自

己的选择，最好换

个角度看问题，换

种方法解决问题。

【经济解释】

我们看到劳动生

产率提高经济会

高增长，可是忽略

了劳动生产率提

高和劳动成本上

升其实是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