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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张开双臂迎合大众

余胜良

尽管没有在价格上向公众低头

，

但是苹果已经开始在产品上日趋迎合

大众

。

苹果

11

日凌晨举行

2013

秋季

新品发布会

，

推出了新一代手机产品

iPhone 5s

和

iPhone 5c

；

在中国市场

，

苹果这两款新产品的价格分 别 是

5288

元和

4488

元起

。

虽然是新产品

，

但是人们没有从中看到多少创新

。

而

实际上从乔布斯去世后

，

舆论给每一

款

iPhone

打上的标签都是缺乏创新

。

不过

，

人们的眼球还是会被

iPhone 5c

吸 引 住

———

以 推 出

iPhone 5c

为 契

机

，

苹果第一次脱去一袭

“

黑装

”，

穿上

五颜六色的

“

衣服

”。

尽管外界对这些

“

新衣

”

极尽讽

刺

，

称其毫无新意

，

比如诺基亚就

挖苦称

“

模仿是最好的恭维

”，

暗示

iPhone5C

抄袭

Lumia

系列手机

，

但笔

者认为

，

这是一个标志

，

标志着苹果在

它最重要的产品上

，

也在采取多元化

措施吸引大众

。

乔布斯去世后

，

苹果的另一款

重要产品

iPad

已经开始差异化

，

苹

果

2012

年第三季度正式发布并开

卖

iPad mini

平板电脑

，

取得不俗业

绩

。

iPhone

一直是单一产品打天下

，

如今也有了双胞胎

。

要求一款产品一两年就取得革

命性突破

，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

创

新如此之难

，

而在外形上和功能上做

些多元化

，

就可以迅速扩大市场

，

既

然如此

，

何不一试

。

在笔者看来

，

苹果

早就应该在手机产品中多元化了

，

比

如推出更大屏幕手机

，

用各种形状风

格

iPhone

吸引消费者

。

拯救苹果的

iPod2001

年推出伊始也是单一款式

，

但此后成了一个款式众多的家族

。

当苹果新推出智能手机时

，

集合

了众多优势

，

市场难以有匹敌者

，

那是

一款开创性产品

，

自然引得民众追捧

。

笔

者认识的不少企业高管都不无羡慕地

说

，

苹果是将原先已存在的技术进行集

合创新

，

挖掘深层次需求

，

根本不用迎合

消费者

，

消费者自己倒贴上来

。

如今情况已有所改变

，

三星手机产

品在硬件上已和苹果不相上下

，

而且产

品种类众多

。

还有众多新兴手机厂家

，

都

在迎头赶上

。

有选择时

，

消费者个性可以

牺牲和缩小

，

在有众多选择时

，

人们会释

放和放大个性

。

现在

，

款式单一的苹果手机已经成

为街机

，

有不少消费者正是因为人手一

款苹果

，

而舍弃苹果

。

尽管很多人喜欢苹

果手机

，

但是为了享受更大屏幕乐趣

，

他

们也在寻找替代品

。

毋庸置疑

，

智能机领域也已经进入

一个乱战江湖

，

中国山寨机厂家在经过

短暂困顿后

，

又开始在智能机领域追赶

上来

。

智能机的空间也越来越小

。

苹果迎合大众

，

并不能说这家公司

的优势已经丧失

。

在

iPod

这个产品上

，

苹

果依靠众多款式吸引消费者

，

远远甩开

竞争对手

。

但这的确标志着苹果已经从

超一流公司变成一流公司

，

从行业引导

者

、

睥睨众生的革命者变为众多竞争者

中的一个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通往“股神经” 之路

郑莹

“

癸巳年中

，

二级人炒股为业

。

缘股行

，

忘价之高低

，

忽逢牛股林

，

夹岸数百列

，

中无杂股

，

业绩优异

，

估值鲜廉

。

二级人甚异之

，

复前行

，

欲穷其林

……”

“

股神经

”

的心呀怦怦跳

，

慌得赶

忙伸手去包里掏小本本儿

，

准备把这

些牛股代码全都记录下来

。

他的小心

脏别提多美了

，

盘算着这下怎么着也

能给老婆买条钻石项链了

。

隔壁阿黄

那臭小子走狗屎运炒股赚了钱居然给

老婆买了条钻石项链

，

钻石在阿黄老

婆脖子上

，

把自家老婆的眼睛闪得比

红太郎还红

，

再没有一条钻石项链挂

上去

，

自己恐怕就要被平底锅伺候了

。

谁知越急越掏不出小本儿

，

无数的代

码突然幻化成一条条的小青龙飞向天

空

，“

股神经

”

急疯了

，

一边追一边扯着

嗓子喊呀叫呀

，

突然也腾空而起

，

吧嗒

一声

，

摔在床下

。

待到

“

股神经

”

回神四顾

，

天刚蒙蒙

亮

，

离当日开盘还有三个半小时

，

不知

接下来自己的股票是涨还是跌

……

“

股神经

”

本是一文艺青年

，

自少

有

“

大济苍生

”

之志

，

可惜出道以来时

运不济跌跌撞撞

，

故而一直有壮志未

酬之憾

。

2007

年初夏

，

自以为发现用

武之地

，

携全部身家冲入

A

股江湖

，

全仓扫购中国石油

、

中国石化等多只

“

国宝级

”

股票

。

购入之后遂向亲朋好

友宣布

，

从此可高枕无忧

，

凭借其气势

之磅礴

、

语气之坚定

、

预期之美妙而获

得

“

股神

”

之美名

。

孰料天不遂人愿

，

自

2007

年初夏

“

股神

”

加入之后

，

A

股江湖日益凶险

，

各类股票尽数下跌无一幸免

，“

股神

”

的

“

国宝级

”

股票们价格也一落万丈

。

“

股神

”

初时还信心十足

，

随着股票价

格从地板到地下室

，

再到地窖般不断

下跌

，“

股神

”

老婆的声音分贝也越来

越高

，

在这个

“

剪刀差

”

的夹磨下

，“

股

神

”

日益萎靡

，

终于恢复了之前文艺青

年的范儿

，

经常眉头深锁沉思不语

，

或

者自言自语摇头叹息

。

一日油价上调

，

众人怨骂不已独

“

股神

”

拍手狂喜

，

盼

望这个利好能提高

“

两桶油

”

股价

，

此

举终于惹怒了群众

，

他的封号也由

“

股

神

”

变更为

“

股神经

”。

至今

，“

股神经

”

还在坚守他的

“

国宝级

”

股票

。

他常说的是

：

他选的

这些股票真的是好股票

，

真的是优质

股

，

他唯一的失误就是没有料到

“

国

宝

”

是不适合炒来炒去的

，

而炒股票就

是靠

“

炒

”。

相信我们对

“

股神经

”

的故事都不会

陌生

，

因为

，

要么我们的家人同事朋友中

有

“

股神经

”，

要么我们自己曾经就是

“

股

神经

”，

要么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

“

股神

”

而其实正在走向

“

股神经

”

的道路上

。

炒股票的目的只有一个

，

就是赚钱

。

各种炒股技术只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方便

法门

。

而很多炒股之人

，

明明辛辛苦苦来

二级市场厮杀

，

一旦问其目的何在

，

答案

却是五花八门

：

有为了

“

练心

”，

有为了

“

试验技术

“，

有为了

“

留给子孙

”……

我

敢说凡是不直接回答

“

赚钱

”

的

，

多半是

已经亏钱甚至深度套牢的

。

做任何事情

，

只有先把目的明确了

，

才能为实现目的而专注于钻研学习各种

方法

。

这本来是很简单的道理

。

譬如

，

我

们是为了炒股票赚钱而去学习如何计算

上市公司的估值

，

而不是为了学习如何

计算上市公司的估值而去炒股票

。

当我

们将炒股的目的完全纯粹到

“

赚钱

”

后

，

还得弄明白一件事儿

，

就是赚什么钱

，

凭

什么赚

。

我给一位想在二级市场赚钱但

还没有炒股经验的友人建议是

，“

赚你力

所能及可以赚到的钱

”。

窃以为

，

如果真

的理解了这句话

，

行走

A

股江湖基本上

防身无碍

，

至于赚到多大数额

，

就得看各

自的造化了

。

神仙炒股票吗

？

我们无从得知不好

妄下结论

。

但是

“

股神经

”

肯定是炒股票

炒出来的

。

鉴于

“

股神经

”

数量如此众多

，

我们能知道的是

，

通往

“

股神经

”

的道路

肯定有千万条

，

而通往

“

股神

”

的道路

，

也

许如偶遇桃花源一样困难

。

（作者系从容投资联合创始人）

转基因大米试吃，科普还是营销？

张菁

近日

，

一家媒体刊登了华中农业

大学下属某种业公司征集试吃转基因

大米志愿者的广告

。

据报道

，

到目前为

止转基因大米的试吃活动已经在全国

多个城市举行

，

参与者近千人

。

转基因技术是将人工分离和修饰

过的基因导入到生物体基因组中

，

由

于导入基因的表达

，

引起生物体的性

状的可遗传的修饰

，

这一技术称之为

转基因技术

。

人们常说的

“

遗传工程

”、

“

基因工程

”、“

遗传转化

”

均为转基因

的同义词

。

经转基因技术修饰的生物

体在媒体上常被称为

“

遗传修饰过的

生物体

”（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鄄

ism

，

简称

GMO

）。

中国于

2000

年

8

月

8

日签署了

《

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

》

下

的

《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

国务

院于

2005

年

4

月

27

日批准了该议定

书

，

中国正式成为缔约方

。

议定书的目

标是保证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安全

性

，

尽量减少其潜在的对生物多样性

和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损害

，

在缺乏

足够科学依据的情况下

，

可对他国试

图入境的转基因生物及产品采取严格

的限制与禁入措施

。

该公约的第

23

条

规定

，

对转基因生物要进行严格的风

险评估

、

风险管理和增加决策的透明

度和公众参与

，

应在决策过程中征求

公众意见

，

向公众通报结果

。

笔者认为

，

在转基因主粮禁入市

场的前提下

，

任何转基因主粮的试吃

活动

，

都需遵循相关法规程序审批

，

而

不可打着科普的旗号

，

罔顾转基因生

物安全和蔑视法律尊严

，

为了研发者

自身的利益造势

。

科普是好事

，

也是非常必要的

，

但科普首先要合理合法

。

试吃活动中

转基因大米的提供者

———

华中农业

大学宣称该活动是面向广大民众的

科普宣传

，

但同时

，

对参与这场科普

活动的民众却并非一视同仁

，

而是

“

想要来试吃

，

请先通过政审

！ ”，

这恐

怕是有史以来最高门槛的科普了

！

据

了解

，

试吃者报名后

，

主办方会对其

背景和言论进行调查

，

身家

“

清白

”

才

能入选

，“

同道中人

”

即言论与主办方

一致的生物技术科研人员优先

。

科

普

，

顾名思义是通过各种方式将科学

技术

、

知识思想和方法等

，

广泛地传

播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质疑的人

群

，

以提高人们对科学的认识

。

然而

这个

“

试吃科普

”

竟然先要通过政审

分清敌我

，

试问其目的到底是普及知

识还是小众造势

？

此外

，

这个

“

试吃

”

也有违规操作

的嫌疑

。

笔者就

“

试吃

”

是否违规曾咨

询相关的专家和政府官员

，

他们认为

，

处于实验室和大田

“

试验

”

阶段之后

、

“

生产与加工

”

阶段之前的

“

试吃

”

活动本

身

，

具有显著的试验性质

，

因而应遵循

《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

中关于

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的规定

，

向农业部

、

卫生部

、

环保部以及相关质检部门备案

，

并且在得到批准后才能够开展

，

否则即

为违法行为

。

事实上

，

农业部在申请信息

公开的答复中说

“

不存在试吃活动的相

关政府信息

”，

这说明试吃活动并没有通

过正规的渠道进行备案

，

也没有经过任

何审批流程

，

因此不具有合法性

。

这已经不是该试吃的组织单位第

一次违规了

。

被誉为

“

中国转基因水稻

摇篮

”

的华中农大下属的种业公司早在

2005

年就开始在我国重要的粮产区湖

北违法售卖转基因水稻种子

。

华中农大

的转基因水稻研发者们大多是某个种

业企业的股东

，

有些还拥有自己的种业

公司

。

据调查

，

非法流通的转基因水稻

种子的市场价格是常规种子的

2

倍甚

至更高

，

通过私自向农民和其他种子公

司销售未经批准的转基因水稻种子

，

转

基因水稻科研人员有利可图

。

这让人不

禁猜想

，

此次专家组织的试吃也许并不

是公益性的科普活动

，

而是更高级的市

场营销

。

科技本身是中立的

，

转基因的科普

也是非常必要的

。

但是甄别人群

，

以科普

之名大肆宣传自己的产品

，

营造出一种

科普的假象

，

则有损科研人员的职业尊

严

，

更不用说这样的活动还属于违规操

作

。

说到这里

，

相关部门固然应该对此类

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

，

更应该对这些迫

不及待要把转基因大米送进公众嘴里的

科研机构申明

，

长期中立的试验和严格

的监管机制才能保证转基因作物的生物

安全

，

才是对公众负责的行为

，

反之

，

钻

监管体系的空子为产品做市场推广

，

只

会损害自己的信誉

。

（作者系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

美国房奴的喜乐与烦恼

肖阳

上期专栏发表于

《

证券时报

》

后

，

陆续有热心读者反映文章有话没说完

之嫌

。

的确

，

买房这个大到国计民生

、

细到家家户户的话题

，

何止是短短几

段笔墨能说清道尽的

。

本期

，

笔者借个

人购房经历

，

谈谈美国买房 三 元

素

———

房子

、

地产经纪以及按揭贷

款

———

中的首要元素

：

房子

。

在美国

，

根据产权形式的不同

，

住宅类房地产可粗略分为三类

：

共管

公寓

、

联排别墅以及独栋别墅

。

而这

种法律形式的清晰定义

，

亦从侧面反

映了其社会法律架构之健全与规章

制度之完善

。

美国住房的产权形式与

中国有很大区别

。

国内购买的商品房

通常享有的是

70

年的土地使用权

，

而最终所有权属于国家

。

而在美国

，

所购房屋及其土地的所有权都属于

私人

。

不过

，

权利与义务通常是形影

不离的

，

有了房屋土地所有权

，

就得

交地产税

。

此税项由地方政府根据每

年房产估值

，

乘以法定税率

，

依法收

取

。

年税率各州县市不同

，

为百分之一

左右不等

，

而市区税率普遍高于郊区

。

所以

，

房产税也是美国买房必须考量

的重要保有成本之一

。

所谓共管公寓

（

condo

），

就是国内

民众再熟悉不过的公寓建筑

，

多建于

地段较好的闹市

。

其产权特性是购房

者对本公寓四壁内有完全处置权

，

但

公寓外的所有公共空间统一由业主协

会委托专人管理

。

此协会类似于国内

的业主委员会

，

理事由业主选举产生

。

此类型住宅的优点是省事

，

大到建筑

外观维护

，

小到剪草浇花

，

都有专人打

点

。

但缺点是每月管理费用不菲

，

少则

每月上百美元

。

另外

，

此类住宅的业主

委员会常常设立严谨的规章制度

，

约

束一切对房屋外观有影响的活动

。

买

房时必须签署合同

，

同意遵守业主委

员会制定的各项条款

。

在此严格制度

约束下

，

连不及时把门口每周回收一

次的垃圾桶搬回家的小事都逃不过邻

居的法眼

，

如前一阵北京某住宅顶楼

上盖假山别墅事件

，

若在美国是不可

想象的

。

与共管公寓大不同的便是独栋别

墅

（

detached home

），

也就是我们在

《

绝望主妇

》

及其他美式家庭影视剧里

看到的一块草地一栋洋房式的建筑

。

此类型住房多建于市郊

（

suburb

）

或农

村地带

，

是美国人成家养子之首选

。

在

此不得不插一句

，

市郊

（

suburb

）

一词

在中美文化字典里有截然不同的定

义

。

在国内

，

谈及郊区

，

大家不禁会联

想到城乡结合部

、

治安差

、

基础建设不

全

、

闲散流动人口等负面描述

。

而美国

恰恰相反

，

市郊是

“

城市向外扩张

、

中

产阶级追求前院后院

、

楼在中间

、

老婆

孩子一条狗

”

式的美国梦的必然产物

。

成熟的市郊社区不乏完善的医疗教育

资源

，

生活便利

，

从星巴克到沃尔玛

，

应

有尽有

。

但这种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

式伴随着不可避免的交通问题

。

公共交

通是稀有资源

，

私家车是必需品

。

开车上

班

，

通勤时间在一小时上下

，

是再常见不

过的

。

回归正题

。

此类独栋别墅的好处就

是私人空间充足

，

业主可充分发挥个性

。

房屋的产权

，

从地下能挖出来的石油天

然气

，

到上盖建筑

，

统统属于业主

。

院子

里是种花还是种菜

，

哪天心血来潮决定

在后院挖个泳池

，

亦或是在车库上加盖

一间房

，

都任由主人

。

而某些拥有丰富自

然资源的地区

，

地下的石化能源资源

、

地

上的森林也都在主人名下

。

而更大的空

间也有其相应的保有成本

，

定期给草坪

浇水剪草扫落叶等

“

农活

”，

也是所谓别

墅居民周末的必修课

。

由于人力成本高

昂

，

美国人是不会轻易把此类家务事交

给外人打点

。

另外

，

在享受草坪绿地荫天

大树碧蓝泳池之余

，

业主也得对所有财

产负责

。

譬如所建泳池

，

假如因未安装围

栏而导致邻家小童不慎溺亡

，

业主很可

能将因此承担法律责任

。

再比如自家的

大树

，

因恶劣天气倒在邻居房顶所造成

的损失

，

也得算在树主人头上

。

总之

，

持

有此类住宅

，

从种花剪草到大兴土木

，

即

便不亲力亲为也得为琐事操心

，

也算是

美国中产阶级幸福的烦恼

。

介于独栋别墅与共管公寓之间的是

联排别墅

（

townhouse

），

外观结构上就是

一栋栋房子骨肉相连排排站

，

左邻右舍

仅一墙之隔

。

其特性综合了共管公寓及

独栋别墅的利弊

。

即便不处于闹市

，

也多

建于交通便利离市中心较近的市郊

。

总而言之

，

美国不同类型的住宅

，

空

间越大

，

业主自由发挥的余地越大

，

但与

之伴随而来的麻烦也越多

。

借用电影

《

蜘

蛛侠

》

里

“

能力越大

、

责任越大

”

的经典台

词

，“

房子越大

、

责任越大

”

是美国房地产

的经验法则

。

（作者系美国 SNL� Financial�分析师）

【大洋彼岸】

美国不同类型的

住宅，空间越大，业

主自由发挥的余

地越大，但相伴而

来的麻烦也越多。

【念念有余】

苹果已经从行业

引导者和睥睨众

生的革命者变为

众多竞争者中的

一个。

【莹语非非】

炒股票的目的只

有一个， 就是赚

钱。 各种炒股技术

只是实现这个目

的的方便法门。

【环保主义】

长期中立的试验

和严格的监管机

制才能保证转基

因作物的生物安

全，才是对公众负

责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