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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市场姐在天涯

郑莹

如果元代散曲名家马致远穿越时

空来到今天

，

他一定会爱上一个女人

，

并为她写下一首

《

天净股

·

秋思

》：“

股

指期指债指

，

蓝筹成长帽子

（“

帽子

”

指

ST

股

），

或涨或跌或平

。

收市之暇

，

二

级姐在天涯

。 ”

没错

，

马帅帅爱上的这

个女人

，

就是一位奋战在股市中的

“

二

级市场姐

”。

刀光剑影的中国

A

股江湖

，

充满

淘金和扬名立万的机会

，

无数英雄或

浪子都来此一试身手

。

整体而言

，

这是

一个男人们的江湖

。

正因为如此

，

混迹于其中的数量

稀少的

“

二级市场姐

”

弥足珍贵弥足抢

眼

。

根据工作性质的不同

，

二级市场姐

大略可分为三类

：

销售市场姐

、

研究分

析姐和基金经理姐

。

典型的销售市场姐的工作如斯

：

早上

7

点现身会议室

，

和分析师们开

晨会

，

研判宏观数据

、

上市公司情况和

相关报告

；

8

点半前晨会结束立即回

到电脑前

，

将信息迅速用邮件

、

短信

、

微信群等各种方式发送给自己负责的

基金经理

；

紧接着

，

是安排好路演落

实

，

带着公司的研究员们拜访机构进

行宣讲推荐

，

同时接听各种电话

，

传递

信息

，

回答问题

，

紧盯当日市况随机应

变

；

中餐和晚餐往往汉堡包与路演并

举

；

晚上回到公司

，

又马不停蹄地将当

日客户的要求进行整理

，

安排明日路

演事宜

，

同时抢在基金经理们睡觉前

发出经过整理的有效信息

，

微信群里

的公告

、

动态

、

通知等也得抓紧更

新

———

掐指算来

，

每天的工作从早上

7

点左右持续到次日凌晨二时许

。

这还没完

。

年报和策略会时节

，

销

售市场姐又要承担会议组织协调

、

部

分会务以及客户接待等事务

，

一次又

一次地与基金经理们沟通

，

为下一步

开展上市公司调研做准备

；

发产品的

时候

，

更是需要陪同客户一起四处奔

波路演销售

，

不乏吃住都在公司的经

典传说

；

一年一度的江湖选秀大会揭

幕之际

，

还得一马当先绞尽脑汁为公

司分析师们喝彩拉票

。

至于研究分析姐和基金经理姐

，

其工作强度和承受的心理压力

，

相比

销售市场姐只多不少

。

如此一看

，“

二

级市场姐

”

好像外星怪物

，

有点恐怖

了

。

其实不然

。

正因为需要超人的体力

，

二级市场

姐一般都很注意饮食锻炼和身材保养

，

看起来都匀称精干

，

养眼养心

；

正因为需

要超人的神经系统

，

二级市场姐一般都

是骨髓里的乐观阳光派

，

稳定地传递正

能量

；

正因为需要上战场的气魄

，

二级市

场姐一般都豪爽大气

，

知所进退

，

别有风

情

。

有二级市场姐做伴侣的男人

，

很快乐

很幸福

。

对于自己看中的成长股男

，

二级市

场姐会不断发掘其高成长的确定性

，

排

除风险点后坚决持有

，

绝不追涨杀跌

；

对

于自己看中的蓝筹股男

，

二级市场姐会

踏踏实实享受其稳定的增值

，

以价值投

资为圭臬

，

绝不急功近利

。

二级市场姐也

有一不小心被垃圾股男蛊惑的时候

，

不

过她们一旦发现上当就会坚决止损

。

二级市场姐最最令人着迷的其实是

她们的心态

。

大多数二级市场姐都会怀

着

“

姐来江湖飘一飘

，

无意带走一片云

”

的超然心境在江湖中行走

，

借超级勤勉

的工作修炼自己

，

完成一种精神的升华

，

之后或许退出江湖平淡生活

，

或许拥抱

红尘随遇而安

。

这种心态

，

反而使得很多

二级市场姐获得不俗的成就与声望

。

说到底

，

二级市场江湖

，

是人性的江

湖

，

是人心的江湖

，

一颗

“

千江有水千江

月

，

万里无云万里天

”

的从容之心

，

是二

级市场掘金最基础最简单

，

也最神秘最

艰难的不二法门

。

二级市场姐或许身在

天涯

，

但是江湖上永远会有她们动人的

传说

。

（作者系从容投资联合创始人）

李嘉诚们撤离昭示中国市场环境恶化

乔新生

最近

，

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先生

持续抛售自己公司在香港和内地的资

产

。

而中国内地首富宗庆后的继承人

宗馥莉

，

也公开表示由于要花太多的

精力跟政府打交道

，

正考虑要把公司

的总部迁往国外

。

这是中国企业家纷

纷改变国籍之后

，

出现的又一个值得

关注的动向

。

有统计表明

，

中国最有名的企业

家绝大部分都已加入外国国籍

，

他们

以外籍华人的身份在中国从事经营活

动

，

获得了优惠待遇

。

但是

，

近些年来

，

中国的企业家已经不满足把自己变成

外国人

，

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投资转

移到海外

。

一些中国学者热衷于把西方国家

总结出来的一些经济数据指标作为观

察中国经济质量好坏的风向标

。

但在

笔者看来

，

最能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

展状况的就是企业家指数

。

企业家指数就是指一个国家的企

业家在资源整合方面作出的选择

。

如

果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选择在某个市场

投资

，

那么

，

说明这个市场经营环境相

对较好

；

反过来

，

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

家抛弃某个市场

，

那么

，

说明这个市场

的投资环境正在恶化

。

之所以把企业

家指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好坏的

重要指标

，

根本原因就在于

，

企业家是

一切要素的组合

。

企业家在投资的过

程中

，

既要考虑到固定成本

，

同时也要

考虑到可变成本

。

企业家是世界上最

敏锐的观察家

，

也是市场环境最好的

评判者

。

作为世界上成功的商人之一

，

香

港的李嘉诚先生在香港和内地拥有大

量的投资

。

但是近些年来

，

香港城市的

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

一些政党领

袖经常煽动中下层居民举行抗议示威

游行活动

，

严重影响了企业正常的生

产经营活动

。

在这种情况下

，

除了选择

出售资产

，

减少政治风险之外

，

似乎没

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

李嘉诚先生在中

国内地的投资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

，

不断增加的人力资源成本以及地方政

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逐渐取消的优惠

条件

，

使得这位著名企业家感觉到中

国内地的投资环境正在恶化

。

更令人感到担忧的是

，

中国内地

周期性的和非周期性的政策调整

，

使

得民营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无所适

从

。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

，

香港一家企

业在内地投资

，

所有手续都已经办妥

，

但是

，

由于地方政府借口没有用地指

标

，

而企业所在地村民不愿意提供相

应的配套服务

，

结果导致数千万的投资

化为乌有

。

这样的投资环境怎么能不让

投资者心生畏惧呢

？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

，

中国市场

的流通成本可能世界第一

。

不少中国企

业宁愿接受海外订单

，

也不愿意与国内

的企业做生意

。

笔者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

中部和东部中小企业的流通成本

，

已经

从

5%

上涨到

30%

左右

，

有些企业的流通

成本已经高达

35%

。

这就意味着中国企

业的流通成本已经远远高于企业可得利

润

，

企业赚取的大量收入都交给了运输

企业

。

不过

，

中国的交通运输企业也有一

肚子的苦水

。

沉重的税收负担让它们把

经营所得的绝大部分上交给国家

，

而国

家财政收入用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

设

，

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府投

资经济体制

。

毋庸讳言

，

当前中国企业的经营环

境已经陷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

几乎每一

个行业都在抱怨

，

但是

，

每一个行业的企

业家都无能为力

。

中央政府正在加快审

批制度改革

，

不断取消行政许可审批项

目

，

鼓励更多的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

。

但

是

，

从短期来看这些改革举措很难产生

立竿见影的效果

。

因为中国市场改革的

成果都已经被固化

，

现有的法律制度已

经把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合法化了

。

正因

为如此

，

新一届政府决定以壮士断腕的

决心和勇气

，

在全国各地建立自由贸易

区

，“

暂时停止

”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实

施国家现行的法律

。

这项改革的潜台词

是

，

既然在短期内无法修改我国不合时

宜的法律制度

，

那么

，

只能以冻结法律实

施的方式

，

加快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

然而

，

有些企业家似乎已失去耐心

，

他

们采用转移投资的方式作出了选择

。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一个地产商人的宣言书

木木

鉴于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的崇高

地位

，

一个在该行业中浸淫多年的成

功者站出来发声

，

方方面面还是应该

认真对待一下

，

更何况冯仑先生头上

还顶着

“

理论家

”

的桂冠呢

。

但凡像些

样子的理论家

，

都耐得住寂寞

、

沉得住

气

，

一般都会深思熟虑后

，

选择关键时

刻发声

。

冯先生是绝不会像任先生那

样

，

时不时地就

“

路见不平

”

吼三吼的

。

不过不巧的是

，

最近一段时间

，

国

内外吸引大众眼球的焦点新闻集中爆

发

，

冯先生的言论竟被湮没其中

，

似乎

并未引起世人足够的尊重

。

为了冯先

生的理论不致湮没于

“

信息泡沫

”

之

中

，

本人忍不住要越俎代庖一下

，

替冯

先生再广播广播

。

冯先生日前在一个论坛上说

，

房

地产是一个大事儿

，“

最近我发现这事

儿已经大到了关系到人和动物的区

别

”，“

人之所以和狮子不一样

，

就是因

为人会做房地产

”。

在演讲的最后

，

冯

先生信心满满地宣告

，“

大家有信心

，

只要我们还叫人

，

房地产就是重要的

一个事业

”。

善哉斯论

！

这应该算得上房地产

行业多年来最重要的理论发现吧

，

这

个行业的上升空间大概也能由此得

到空前的拓展吧

。

不过

，

或许是速录

员手潮的原因

，

或许是冯先生演讲时

间过于短暂难以从容阐发的原因

，

此

论中竟颇有值得推敲之处

，

很冒昧地

略述一二

，

希望冯先生能补充

、

完善

之

，

以引领行业继续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征程

。

冯先生说

，“

人之所以和狮子不一

样

，

就是因为人会做房地产

”。

虽然没

有详细定义

，

但冯先生的

“

做房地产

”，

显然不是指盖房子

。

因为即使小学生

都知道

，

自然界中

，

会造房子的动物还

真是不少

。

狗熊有冬眠的老巢

；

北归的

燕子也知道修葺往年的旧屋

。

飞禽走

兽如此

，

昆虫也不例外

。

蜂巢的精致

、

蚁穴的复杂

，

甚至连人类最杰出的建

筑设计师也会从中寻求创作灵感

。

思来想去

，

能够区分人兽的

“

做房

地产

”，

唯有

“

房地产买卖

”

了

。

这么揣

测

，

大概是很能契合冯先生本意的吧

。

也是

，

买房卖房的行径

，

还真只有人能

干得出来

，

禽兽即使聪明极了

，

也顶多

干些

“

鸠占鹊巢

”

之类的腌臜事儿

，

而人

类就要智慧

、

文雅

、

文明得多

，

可以把房

子买来卖去

，

或者卖来买去

，

并竟发展成

为区别于禽兽的支柱性界限了

。

不过

，

令人有些困惑的是

，

房子能够

买卖并最终形成市场

，

在新中国也不过

是最近三十几年的事情

，

如果按照冯先

生的逻辑推理下去

，

这之前的情景就难

免让人脊梁骨冒凉气

，

但更令人尴尬的

是

，

在

1959

年的某月某日

，

冯先生竟也

能莫名其妙地呱呱着降临人世

，

并顺利

度过

“

那三年

”、

进而健康地成长起来甚

至变成理论家了

。

逻辑链条确乎有那么点儿问题

。

但

冯先生是理论家

，

而理论家似乎不应该

犯逻辑错误

。

按着小文人的思路试着揣

摩一下

，

冯先生一定是效仿春秋笔法

，

指

东打西

、

有感而发了

。

不信

？

你看

，

冯先生

在演讲最后还说

，“

只要我们还叫人

，

房

地产就是重要的一个事业

”。

虽然又是一

个严重的逻辑问题

（

难道不把房地产当

做重要的事业

，

我们就连人都不配做

吗

？ ），

但其宣言书的堂堂样貌

，

还是很有

些令人敬畏的

。

或许

，

那些主张调控房价

、

主张抑制

买卖投机的人这次是真把冯先生惹不高

兴了

，

不高兴的先生把话说重点儿

，

虽然

逻辑牵强

，

大家也大可原谅一下理论家

。

或许

，

就是背景深厚

、

神通广大的先生真

的得到了什么不传之秘

，

而向市场发出

的一枝鸣镝

，

真是也未可知

、

也未可知

！

毕竟这段时间以来

，

房价大涨

、

地王频出

的新闻

，

又把耳朵磨出了茧子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只是在转移矛盾

谢作诗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大问题

，

是对于经济波动的性质与原因没有从

根本上弄清楚

，

只是从表象出发就开

始经济分析和提出政策主张

。

凯恩斯

主义经济学的另一个问题

，

是只看到

了宏观调控的好处

，

却没有把宏观调

控的代价纳入到分析之中去

。

问个傻问题

：

一百年前

，

人们一

顿吃几碗饭

？

大约两碗吧

。

今天人们

一顿吃几碗饭

？

还是大约两碗

。

这带

来一个有趣的话题

：

假设今天的经济

结构

（

产出结构和消费结构之总称

）

还是如一百年前

，

那么会是怎样的后

果

？

答案是

：

一定会生产过剩

，

通货紧

缩

。

因为什么

？

因为今天的劳动生产

率高出一百年前不可以道里计

。

同样

的资源

，

生产出的将是吃不完的粮

食

。

今天我们

30

小时便可以生产一

台汽车

，

但这样一台车我们可以至少

开

10

年

。

是的

，

这是一个生产能力超过了

消费能力的时代

。

然而为什么生产过

剩

、

通货紧缩并没有成为经济的常态

？

恰恰相反

，

虽有波动

，

但人类是在近

、

现代才真正进入了高增长时代

。

原来

，

说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

，

是说人类对于同一产品和劳务的需求

是有限度的

。

但是当新产品和劳务被

发明的时候

，

又会形成新的需求

，

就不

能说生产能力总是超过消费能力

；

人

对新产品和劳务的欲望永无止境

。

是

故与经济持续增长相伴随的一定是产

品和劳务的极大丰富

，

与经济持续增

长相伴随的一定是经济结构

（

产出结

构和消费结构之总称

）

的改善

。

当新的技术发明了

，

新的产品和

劳务出现了

，

就会形成投资

，

产生就业

和收入

，

收入的增加又会带动消费和

新的投资与就业

，

经济于是走向繁荣

和高涨

。

新的市场的发现

、

城市化

、

工

业化

，

一切新的增长机会都会以这样

累进叠加的方式制造经济繁荣和高

涨

，

但是经济最终又都会因为生产能

力超过消费能力以衰退和萧条而告终

结

。

反过来也一样

，

经济在走向衰退和

萧条的过程中也有累进叠加效应

。

人

类经济就是在这样的循环往复运动中

螺旋式增长的

。

这种累进叠加效应决定了经济在

向上走向繁荣和高涨的过程中容易形

成泡沫

，

经济在向下走向衰退和萧条

的过程中也容易发生过度调整

。

这也

意味着政府利用需求手段进行一些干

预是必要的

。

但是干预只是要消除累

进叠加造成的过度调整

，

不可以企图

通过政府人为制造的需求永久地解决

掉生产过剩的矛盾

。

经济向上或者向

下做调整

，

不是经济现在出了问题

，

而

是经济过去出了问题

。

调整其实是经济

自我康复和修正的过程

，

不能不让经济

康复和修正

。

经济的周期波动是有物的内容的

，

决不是什么心理规律决定了的

。

企图通

过需求管理去烫平经济周期

，

这是无知

无畏的感情冲动

。

是的

，

除非我们能够让

新技术

、

新产品和劳务连续

、

均匀地发明

产生

，

否则我们就必须与经济周期波动

相伴随

。

就算能连续

，

又怎能均匀

？

说到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

，

不能

不让人想到我们的治水

。

大家知道

，

在

河南境内的部分地区

，

黄河河床甚至高

出地面三层楼

。

这就是我们的治水办

法

：

水来了

，

就加固堤坝

，

加高堤坝

。

我

们骄傲得很

，

人定胜天

，

治水成功

。

可问

题在于

，

我们不可能把堤坝垒得下游高

过上游吧

。

总有一天

，

堤坝是不能再加

高的

，

但是那一天

，

老天却还会下大雨

的

，

怎么办

？

经济向下调整

，

本来是前期生产过

度了

，

应该允许其向下做调整才对

。

但是

政府硬要用财政政策

、

货币政策将经济

托起来

。

政府的钱哪里来

？

归根结底靠借

钱

（

财政赤字

）

和超发货币

。

但是钱总有

借到头的时候吧

，

超发货币总有面临通

货膨胀而不能再超发的时候吧

，

那时候

怎么办

？

今天欧洲的困难就是推行凯恩

斯主义最终到了无钱可再借

、

无货币可

超发地步的困难

。

今天中国经济遇到的

困难

，

同样与前期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

大有关系

。

所以

，

一切凯恩斯主义的救市

措施

，

所做的不过是重复治水的把戏

，

所

做的只是把矛盾进行转移

；

一切凯恩斯

主义的救市办法

，

也只能是把眼前的这

种性质的困难转化成未来的另一种性质

的困难

。

无非是用今天的少失业换明天

的少就业

，

用今天的产出少减产换明天

的价格多上涨

。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教授）

【缘木求鱼】

买房卖房的行径，

还真只有人能干

得出来，禽兽即使

聪明极了，也顶多

干些“鸠占鹊巢”

之类的腌臜事儿。

【经济解释】

一切凯恩斯主义

的救市办法，也只

能是把眼前的这

种性质的困难转

化成未来的另一

种性质的困难。

【言为心声】

企业家指数就是

指一个国家的企

业家在资源整合

方面所作出的选

择。 它最能衡量该

国经济发展状况。

【莹语非非】

大多数二级市场

姐都会怀着“姐来

江湖飘一飘，无意

带走一片云” 的超

然心境在江湖中

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