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 Books新书推荐

Fortune Story财富故事

A11

Story

故事

主编：肖国元 编辑：陈英 2013 年 8 月 31日 星期六

Tel

：(0755)83509452

秋交会的记忆

证券时报记者 陈英

“赶紧地，筹划个国庆出游攻略，

我在深圳快憋死了。”某个地产同行昨

天在电话里冲我嚷嚷着。这姑娘，跑了

10

来年的地产新闻，如今在一家网站

里做新闻主编。年年黄金长假周，她只

能老老实实地呆在深圳里， 因为房产

交易博览会（简称房交会），她需要跑

新闻。 今年国庆，举办了

22

年的房交

会主办方正式宣布停办， 她无新闻可

跑了。

29

日，主办方———深圳市土地房

产交易中心发布公告说， 从房交会升

级而来的房博会自今年起， 由每年两

届变为每年一届，

2013

中国深圳 （秋

季）国际房地产博览会（往年简称秋交

会）停办，

2014

中国（深圳）国际房地

产博览会举办方案另行公告。至此，深

圳于每年国庆假期举办的秋交会正式

走入历史。

号称中国地产“风向标”的中国深

圳房地产交易会， 已经有

22

年的历

史。每年春秋两届，在“五一”假期举办

的被称为“春交会”，在“十一”假期举

办的被称为“秋交会”。 从

2002

年“两

小时生活圈”到

2006

年“中国城市土

地展”，该展会创造了多个行业“第一

次”。 不仅行业内，深圳房交会是风向

标，在深圳市民眼中，每年的房交会成

了许多市民黄金周的好去处， 更是购

房者了解房市的“春晚”。

“深圳免费一日游岂不是没有

了？ ”房交会的停办成了最近大家热

议的话题，朋友王女士的玩笑引起了

大家的共鸣。 以往，黄金周没有安排

节目的深圳市民们，许多人为了打发

时间， 甚至拖家带口地逛房交会，了

解房产市场的同时，还能看看各类漂

亮的模特走台。 年轻人忙着拍照，小

孩子忙着抢赠品，逛累了，亲朋好友

们随意搭上个看房车， 一路有说有

笑，评论这最新的楼盘，借鉴样板房

的装修， 顺道看看深圳各区的风景，

末了，聚在销售厅里享受免费的点心

小茶，再乘坐看楼车回到市区。 “我家

投资的小公寓可不就是这么随意看

房中下单的么？ 当时销售厅里的气氛

太火暴，抢房跟买白菜似的，考虑个

两分钟，就出售好几套。 我们头脑一

发热，也赶紧购了一套。 现在，那公寓

租出去了，租金还不便宜，房价更是

翻了一番，算是赚到了。 ”王女士说起

房交会的故事，滔滔不绝。

前面提到的那位地产同行， 年年

泡在房交会里。从当初筹划参展，布置

展位，卖地产杂志；到后来深入采访，

跟着看楼车，摸清楼盘行情，拉着购

房者话家常，了解置业心态；再到如

今带着自己的团队组织各类地产论

坛……尽管年年抱怨房

交会占用了她的休假时

间，忙得人仰马翻，可真

停办了，感情上还有点割

舍不下。 “来深

10

年，参

加了

20

届房交会， 基本

见证了我整个职业生涯

的成长过程。 通过房交

会， 搜集和积累房产信

息、结交同行朋友，丰富

了地产专业知识，对我而

言，房交会无疑帮助我成

长。 今年这么一停办，精

神上轻松了，可又觉得少

了些什么。 ”这位姑娘说。

安排出游的还有朋

友钱广， 年初结的婚，正

谋划着买房。 看过今年春

交会，有些失望，房价太

离谱，促销太虚伪，满展

馆都是外地的房子，挑个

心仪的房子越来越难。 可

平时，钱广加班加点没时

间看房，只有利用房展集

中看新盘，正纠结着国庆

节是继续逛房交会找房子，还是带着

新婚妻子去旅游。 听说今年的秋交会

停办了，钱广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就

担心以后看房的问题， 没有了房展，

以后买房岂不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

犹记往年楼市火热时，本土外地

的开发商们蜂拥而来，通过展会推介

楼盘，推广理念，业绩不俗；地产专

家、剑客们聚集论市，阐述观点，树立

自己的行业地位，房交会俨然地产盛

事。 随着房产调控政策推进，成效却

不大，购房者望房兴叹，持币观望；开

发商优惠折扣虚虚实实， 成交清淡，

时过境迁， 房交会的影响力越来越

小。 近两年，小开发商手头资金紧张，

推广意愿不大， 逐步退出房交会展

厅。 大开发商赚吆喝不见业绩，身影

也逐年减少，惹得外地楼盘往往占据

大半江山，直接导致本地购房者也甚

少光顾房交会。 房交会，以前定位为

单纯的房地产买卖双方的交易平台，

在近年来已露颓势，未来如何转型才

能向世界上先进的展会看齐？ 向网络

化发展还是其他形式？ 无论如何，改

变是趋势也是好事。 让我们期待明年

更精彩的深圳房交会。

核桃也疯狂

孔伟

有日子没来古玩城的玉友老王，

最近现身的时候除了脖子上仍然挂着

须臾不离身的和田玉 “府上有龙”，腰

里拴着号称良渚玉器的小玉琮之外，

手里还多了一对黄灿灿的物件， 细看

之下，原来是一对核桃。

“咋又玩上这个了？不玩玉了？”众

人有些不解。

“玉照玩，舞照跳，外加玩核桃。 ”

老王得意地笑笑。原来，老王所在的单

位派他到北京驻点， 前几天刚回深休

假。 在京期间，被玉友们戏称为“藏界

杂家”的他又迷上了核桃，不仅玩得很

嗨，买老货、赌青皮，甚至还跟“核友”

一起花十多万元包过一棵核桃树。“还

好没赔。包树亏钱的不少，但也有赚钱

甚至大赚的，要不怎么又叫赌树呢。 ”

说起核桃， 老王的兴致颇高：“石头疯

过了，普洱茶疯过了，木头疯过了，紫

砂壶疯过了，现在最疯的，恐怕就要数

核桃了。 ”

得，老王这一“点火”，加上最近和

田玉市场比较冷清， 大家都暂时不逛

玉市了， 围拢过来听他讲 “核桃的故

事”———

“把玩核桃之风可以说古已有之，

据说源于汉隋，流行于唐宋，盛行于明

清。 清朝时曾是京城贵胄的‘掌中宝’

之一，有‘八旗子弟有三宝，扳指核

桃笼中鸟’之说。 不过，从玩物到投

资标的，到大张旗鼓地赌，赌核桃之

风风靡大江南北， 则是近年来的一

大‘壮举’。

“当然，可以玩、可以赌的，仅限

于玩家所称的文玩核桃。 而文玩核

桃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品种、个头和

形状。市场上有‘四大名核’之称，说

的就是狮子头、 虎头、 官帽和公子

帽。 至于个头，可以说越大越值钱，

直径差

1

毫米， 价格往往相差几倍

甚至几十倍，比方同样是狮子头，直

径

39

毫米一对也就几百块钱，达到

40

毫米起步价就过千了，好一点的

卖个几千上万也不稀罕。 要是直径

超过

45

毫米那可就是宝了，开价一

二十万稀松平常。 冯小刚不就花

10

万元买了一对这样的核桃嘛！ ”

“赌青皮是怎么回事？ ”一位玉

友问。

老王侃侃而谈：“啥叫赌青皮？

跟翡翠的赌石有点像。 刚刚下树的

核桃外面包裹着一层青色的果皮，

里面的核桃究竟有多大、长什么样、

成色如何，谁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

就赌呗！三分眼力七分运气，赌赢甚

至大赚的哈哈笑，赌输了的嗷嗷叫，

那家伙，那场景，那是相当的热闹！

不过， 在古玩市场里赌青皮往往是

输多赢少， 因为你不知道这些核桃究

竟哪里产的， 更不知道是哪棵树的果

子。 相比之下，在产地，尤其在树下赌

青皮胜算就要高出不少， 尤其是一些

出产高品质核桃的果树， 虽然青皮的

价格就很高， 但只要十颗几十颗里赌

出一颗高货，就有得赚了。

“其实，赌青皮、挑核桃、盘核桃都

不难， 配对尤其是给异形核桃配对才

是最难的。 不仅品种、品质、大小要几

乎完全一致， 甚至连纹路也要有相当

的相似性才行， 最佳配对看上去跟双

胞胎似的，你说得有多难？也正因为如

此， 配好对的核桃市场价又比单颗的

高出十倍甚至几十倍， 远不是一般人

所理解的两颗的价值就是单颗乘以

2

那么简单了。 ”

看老王口若悬河地说了半天口干

舌燥，一位玉友递上一瓶矿泉水。老王

接过去一下子就干掉了半瓶， 瓶子还

没放下呢，就接着神侃———

“核桃挑好了，配好对了，接下来

就该盘了。盘核桃跟盘玉差不多，也有

文盘、武盘甚至意盘之分，不出声盘叫

文盘，盘出声响为武盘，一手盘一个叫

意盘。盘核桃得因人而异，最佳盘玩者

竟然是糖尿病患者， 因为他们的汗液

及油脂分泌物有利于核桃盘熟、盘红。

一些玩家自己不盘， 而是直接找患有

糖尿病的亲朋好友代盘。 当然也不白

盘， 一般盘一个月的代价是

300

元至

1000

元，看盘玩者的‘功力’和核桃本

身的价值而定。盘的时间长了，效果就

出来了，核桃又光又亮通体红润，价值

相较盘玩之前远不止上一个台阶。 ”

“深圳玩核桃的不多嘛，整个古玩

城也没见到几颗核桃。”老王扭头看了

看市场，脸上写满了遗憾。

“有啊，那不是还有一个‘核专

家’嘛！ 号称广东第一，全国前三呢！ ”

一位玉友指了指一个摊位上高高竖起

的杆子，果见“核专家”三个大字。我记

得以前好像写的不是这三个字啊，绕

道背面一看，呵呵，“核专家”变成“核

桃王”了。

“下个月又开始赌青皮了。刚去北

京的时候不习惯， 回来一看这边不赌

青皮，倒觉得还是北京好了。 ”老王一

副神往的样子， 心思恐怕早已不在深

圳，而是飞到潘家园了……

Treasure Hunt

寻宝

青皮·核桃·核专家 孔伟/摄

房价看来还得涨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对于一线城市的小白领来说，买

房似乎是这辈子看不到希望的梦。

“我一个月公积金

2000

元，一年

的公积金在北京都买不到一个平方

米。 ”小陈今年

28

岁，她颇带忧伤地

对记者表示。 而在招商置业客户经理

郭艳、亿城地产工作人员邹碧容以及

北京一位资深地产中介人员小马看

来， 最近咨询买房的人明显增多，房

租价格也在上涨，“看这势头，房价没

有不涨的理由，只不过是涨幅多少而

已。 ”小马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

北京郊区买套房，如今看着还在上涨

的房价，身为地产中介人员的他觉得

离买房梦越来越远了。

“年初国五条出来后，大家还观

望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觉得房价

到头了，一度还打算转行呢。”上述北

京资深地产中介人员小马告诉证券

时报记者， 但后来房价不仅没有跌，

还上涨了， 这让观望客一下子慌了

神，从

6

月份开始，买房的人开始多

了起来。

5

月份，小马所在的地产

中介营业网点没有成交一套二手

房，

6

月份，成了量达到

2

套，而刚

刚过去的

7

月份成交量陡然上升

到

5

套。 小马的客户也成交了一

套，这让同事们颇为羡慕。 按照小

马的解释， 在北京东四环一个

58

平方米的一居室， 此前月租金在

4200

左右，现在涨到了至少

4500

元。 在北五环的回龙观，房价也达

到了

3

万块一平方米，甚至更高。

在东四环的一个

2003

年开盘的

小区，年初房价在

36000

元每平方

米左右，目前涨到了每平方米

4

万

左右。

小马从自身的营销感受得

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北京中心

城区，尤其是在地铁附近的二手

房， 最近看房的人明显多了起

来，这些大部分都是属于刚性需

求， 在年初国五条出来之后，这

些人大部分持观望态度，但当房

价以不断上涨来回应政策时，一

些刚性需求者因为有前车之鉴，

再也不愿意在房价的上涨中观望而

失去机会了， 最终冲进了二手房交

易市场。

亿城地产工作人员邹碧容表示，

最近看房的人确实多了一些， 以靠近

北京的河北燕郊为例， 最近房价均价

在一万一二左右，“燕郊的房价相比北

京市内来说肯定涨幅要小一些， 总体

上最近半年比较稳定，但至少不会跌，

只是涨幅大与小的问题”。

招商置业客户经理郭艳向证券

时报记者表示，最近看房的人确实多

了一些，问题的关键是，深圳关内无

论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房源都太

少，以蛇口一楼盘为例，有时候一两

个月都放不出一套房子出来，年初该

小区每平方米在

35000

左右，目前也

涨到了

4

万左右。 “相比北京的房价，

深圳的房价还有上涨空间。 ”郭艳自

己的判断是， 同样作为一线城市，深

圳蛇口算是市内房价比较高的地区，

但也毕竟与北京四环外的房价差不

多，就从这一点看来，深圳的房价还

有上涨空间。

经济学家的最坏时代？

于今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

最坏的时代” ， 狄更斯的这句名言也

许是对当下中国经济学家境况的真实

写照。

正如《经济学家有点烦》的作者在

书一开篇点出的：“在中国，经济学现在

成了显学，社会上的‘经济学家’ 如雨

后的春笋。 ” 一时间，各路“媒体经济学

家” 、“官员经济学家” 、“宠物经济学

家” 纷纷登台亮相抢话筒，你方唱罢我

登场，好不热闹。 可是数量多了，质量难

免就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魔镜魔镜告

诉我，谁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这与其

说是一个如本书作者沈凌这样的严肃

经济学者纠结的问题，还不如说是老百

姓津津乐道的一个娱乐话题。

恐怕现在话筒音量最大、出镜率最

高、最受媒体追捧的要数一众“主流经

济学家” 了，他们一言一行都受到万众

瞩目，他们微博一呼应者云集，是当今

最具话语权力的一个群体。 概括起来，

这个群体大概有这样的特征：1、 男性，

出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或 60 年代（70

后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并处于

快速上升期，女性经济学家则绝对是珍

稀动物）；2、海外一流高校留学背景，一

般都有经济学洋博士头衔，最不济也有

访问学者经历；3、在国内一流高校任教

授并兼任海外教职，或者在国际大投行

任首席经济学家。

根据观察，由于“主流经济学家”

们长期以来被政府和民众寄予厚望，身

负强国富民的伟大使命，一般都会有以

下两种情结：一、“国士” 情结。 这是中

国传统知识分子都有的情结，以国之策

士自居，不论身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

远，都时时想着如何建言献策，一有风

吹草动便要马上 “递折子上去” ； 二、

“公知” 情结。 这是在网络社会兴起后

的独特现象，经济学家们纷纷从书斋里

走出来，以启蒙思想家自居，以“开启民

智” 为己任，指点时事激昂文字，引无数

网友竞粉丝。

所以你就会很纳闷，“主流经济学

家” 们有的热衷“写折子” ，有的热衷

“写帖子” ，有的走秀赚吆喝，有的当独

董捞金，就是没有人安安心心搞经济学

学术研究。 你说他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不

脚踏实地搞调查研究因而没有发言权，

他说这事的国际惯例怎样怎样，咱们照

搬过来就行；你说他按照国际惯例不发

学术论文就没有学术排行因而不算经

济学家，他说中国问题很多很复杂咱们

关起门来搞纯粹学术研究没有意义。

于是， 没有客观标准的评价就成

了无源之水，谁是经济学家，谁不是经

济学家，谁是一流经济学家，谁是不入

流经济学家，当真成了一个难题。 一个

很有可能的情况是， 伪经济学家抢了

真经济学家的话筒和饭碗， 让真经济

学家们只能坐冷板凳干瞪眼。 更可气

的是， 伪经济学家明明不学无术还要

招摇撞骗，败坏了经济学家的名声，让

明眼人对“经济学家” 敬而远之，让真

经济学家不敢承认自己是经济学家而

谦称“经济学者” ，形成一种典型的劣

币驱逐良币格局。

这就是《经济学家有点烦》这本书

一开篇给我们提出的有趣问题。 作者沈

凌是 70 后，正牌海归博士，高校任教，

从资质上说属于 “正在冉冉升起的 70

后主流经济学家” 之列，不过作者似乎

并不想跟在“大佬” 们身后亦步亦趋，

首次出书便以经济学界“圈内人” 身份

自揭内幕，确实勇气可嘉。

其实，讨论经济学界的乱象只是这

本书的一个引子，这本书主要还是通过

一个个通俗生动的小例子，来讨论经济

学中很多涉及深刻思想的问题， 如：经

济学中的“效用” 与幸福之间到底是什

么关系？ 在经济学“理性人” 前提下，

“道德” 有没有作用以及如何起作用？

民主的一人一票原则与经济学的“自愿

交易” 原则是否有冲突？ 等等。 不得不

说，必须先有深厚的经济学专业训练打

底，再加上一双善于观察问题的敏锐眼

睛，才可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能这

样写文章的人，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有点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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