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

Column

专栏

主编：何敬东 编辑：孙勇 2013 年 12 月 4 日 星期三

Tel

：(0755)83501681

� � � �【环保主义】

社会力量在促进

政府加强食品安

全监管，推动企业

良好生产规范方

面发挥了不可估

量的作用。

【莹语非非】

游坦之仙去后，留

下一字条交代后

人刻于墓碑上作

为墓志铭， 两个

字：“止损。 ”

【缘木求鱼】

文化批判的历史

任务远未完成，不

时 就 会 有 所 谓

“精英” 们好为人

师地跳出来考考

你的智商、情商。

【温酒论道】

业务创新将会是

券商业未来发展

的趋势，而产品多

样化、业务多元化

则是券商业发展

的方向。

新《食品安全法》切莫削弱公众监督权

王婧

食品安全维系民生

，

近年来食品

安全事件频发

，

更加使其成为中国民

众关注的焦点

。

国务院日前公开征求

意见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

修订草案送审稿

）》（

以下简称送审

稿

），

向社会传递了一个鼓舞人心的信

息

，

即国家将通过加强法制建设来解

决食品安全问题

。

送审稿在落实监管

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

、

创新监管

机制等方面较过去的立法有一定的改

进

。

然而笔者也发现

，

其中关于食品安

全信息的条款

，

很可能将阻碍公众对

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现与监督

，

妨害信

息的公开和透明

。

例如第

106

条规定

“

任何单位和

个人发布可能对社会或者食品产业造

成重大影响的食品安全信息

，

应当事

先向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

行业协会

、

科

研机构

、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

实

”。

可以想象

，

该条款一旦生效实施

，

政府和食品生产企业将垄断食品安全

问题的第一手信息

，

并且控制食品安

全信息的发布

。

食品安全信息的公开和透明

，

是

社会监督的关键

。

近年来

，

由媒体

、

第

三方机构

、

个人

（

网民

）

率先曝光揭露

的重大和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如塑化

剂

、

地沟油

、

三聚氰胺奶粉和老鼠肉

等不胜枚举

，

社会力量在促进政府加

强食品安全监管

，

推动企业良好生产

规范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

若

新食品安全法把

“

核实

”

这道门槛挪

到群众举报之前

，

在部门审批手续繁

复

，

企业难以承认事实

，

专家不能定

性风险的情况下

，

必然会导致重大食

品安全事件将无法第一时间暴露在

公众面前

。

然而对于食品安全风险的

交流

，

重在时效性

。

当有不确定的食

品安全风险被发现时

，

消费者有权在

第一时间被告知

，

风险评估可以后续

进行

。

另外

，

送审稿重点规定个人和单

位发布信息的责任

，

却淡化了核实方

的义务

，

如需要核实哪些内容

，

在多长

期限内进行

，

以及如何对申请核实的

个人和单位给予答复

。

部门和企业的

权利强化不利于消除消费者在食品安

全方面的疑虑

，

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丧

失

，

繁复的行政程序也会对企业造成

保护的效应

。

这让我们不得不推断送

审稿

106

条的出现与食品行业多年来

的政府公关和游说

，

试图屏蔽社会舆

论对其监督有关

。

反观一些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法

律和国际组织的规定

，

并没有设置公

众对食品安全风险发声的门槛或削弱消

费者在食品安全中的作用

。

欧盟和美国

食品安全的基本法中都基于谨慎和透明

原则

，

以规定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及时公

开食品安全信息或风险为要

，

并不为个

人或单位的信息发布设定义务

。

以日本

食品安全基本法为例

，

其基本原则部分

专门规定消费者需要主动地增强食品安

全方面的知识和信息的了解

，

并积极表

达对政府食品安全政策的意见来确保食

品安全

。

世界卫生组织

（

WHO

）

和粮农

组织

（

FAO

）

联合发布的

《

消费者组织

促进国家食品安全体系的指南

》

的倡议

提到在紧急时刻向公众和食品行业交

流风险是国家食品安全体系越来越重

要的组成部分

，

消费者有权通过有效和

切实可行的沟通手段被及时

、

准确并充

分告知食品安全相关事件

。

食品安全风

险交流公众和食品行业消费者必须是

一个双向的过程

，

用于确保政府保护并

充分考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切和知

晓的权利

。

由此可见

， “

事先核实

”

与食品安全

治理的信息公开原则

、

法律权利和义务

以及国际倡导原则皆有不符

，

因此第

106

条第一款应予删除

，

仅保留

“

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编造

、

散布虚假的食品安全信

息

”。

其实

，“

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

、

散布

虚假信息

”，

就已经包含了单位和个人发

布信息的义务

，

即保证

“

客观

、

真实

”，

这

是所有信息发布需要共同遵守的基本原

则

。

对发布不实

、

编造或虚假的信息的行

为

，

现有民法

、

侵权法规则已提供了食品

生产经营者和相关部门事后追究的法律

依据

，

在食品安全法里强加单位和个人

的义务实属画蛇添足

。

（

作者系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

主任

）

假如游坦之炒股

郑莹

游坦之其人

，

看过

《

天龙八部

》

的

读者一般都有点阴影

，

不论大家对游

坦之的爱情心理如何解读

，

但肯定都

会认同他具备强烈的受虐倾向

。

可惜

故事发生的北宋末期还没有股票市

场

，

游坦之的受虐执着只好投影于阿

紫姑娘

。

假如彼时游公子有幸能参与

股票市场

，

是否也会像爱上阿紫一般

，

爱上他根本无法把握的妖股

，

受尽其

折磨呢

？

话说这一日游公子带着已经破落

的聚贤庄家老们凑出来的盘缠

，

一路

寻找萧峰

，

满大街人海茫茫

，

正茫然间

却看到一处大厅堂聚集了很多人闹闹

哄哄

，

似乎是个能探听消息的地方

。

游

公子刚跨进门槛

，

目光就钉在大厅正

前方的一块大板上动弹不得

，

大板上

赤红色数字炫人耳目

，

厅中各色人等

均抓耳挠腮面露喜色

。

由于聚贤庄当

年也是商贾巨富盘踞之地

，

游公子对

利益天生敏感

，

他一眼就辨认出这些

数字意味着什么

。 “

一日若涨一成

，

积

十日便可翻番

，

若百日

……”

游公子心

念至此

，

意动神飞

。

厅中早有小二上前引领

，

游公子

除了贴身腰带中暗藏的一枚金饼以

备紧急之需没有取出

，

所有盘缠一并

交由小二进行交割办理

。

待小二办好

手续事项问其购买哪个品种

，

游公子

得知名为

“

紫气东来

”

者涨势不错人

气旺盛

，

于是大手一挥喝道

：“

全部买

它就是

！ ”

建仓完毕后不到一盏茶功夫

，“

紫

气东来

”

已经又上升了两番

，

游公子心

中的惬意难以言说

。

转眼时值午饭

，

游公子由小二引

到雅间

，

豪气地点了一桌子山珍海味

并一壶好酒大吃大喝起来

，

准备一扫

过去几年的落魄之情

。

谁知酒菜还未

尽数消灭完毕

，

小二匆匆奔进雅间喊

道

：“

公子不好了

，

紫气东来一路向下

跌去

，

目前公子本金

100

两白银已经

折损一半

，

请公子决断如何是好

？ ”

游

坦之一下子惊得如同被天山冰蚕蛰过

一般透心儿凉

，

全身虚脱一般跟着小

二跌跌撞撞来到大厅

。

果不其然

，

那

“

紫气东来

”

竟然已经名列龙虎榜最

末

，

原本的赤红数字竟也换做了墨黑

惨绿颜色

。

游坦之扯着小二喃喃念道

：

“

小哥儿

，

这却是为何

？ ”

哪知那小二

袖子一甩

，

冷冷说道

：“

我怎知道

，

买

者自负

，

赚亏于我何干

？

倒是公子快

些把那酒菜的二两银子兑给小人才

好

。 ”

游坦之惊惧羞悔之中掏出腰带

中金饼

，

交予小二要其去兑换

20

两

白银支付酒菜钱

，

自己兀自瘫在大厅地

上发抖

。

一炷香的功夫小二返回

，

却又是面

带笑容

，

不待游坦之发问

，

小二说道

：“

公

子快看

，

这紫气东来又上去了

，

如今公子

又赚了一番有余

。 ”

游坦之举目一望

，

果

不其然

，

这

“

紫气东来

”

又高居榜首赤红

夺目

，

于是精神大振

，

就地跳起来

，

抓过

小二手中剩余的十八两白银喝道

：“

我倒

叫你们这些小人看看大爷是如何赚利是

的

！

将这些尽数给我买紫气东来

！ ”

遂将

银子尽数抛掷于地

，

小二大喜上前拾起

银子一溜烟跑去交割

。

大厅中仍然人声

鼎沸

，

到处一片吵嚷

，

各有悲喜

，

谁也没

有正眼看游坦之一眼

。

然而

，

到得掌灯时分

，

大厅人群开始

散去之时

，“

紫气东来

”

最终还是西去了

，

游坦之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所有白银

尽数折损干净

，

心神俱裂不得动弹

。

忽然间

，

后厨飘出一股黄粱小米的

热香气

，

游坦之

“

啊

”

地惊叫一声

，

这一

下

，

他发现自己蜷缩在昏暗的大厅角落

，

人群已经散去

，

小二们也拿着扫帚抹布

开始洒扫清理

。

恍惚间游坦之摸摸包袱

，

沉甸甸的一百两白银仍在

，

腰间一枚金

饼还在

。

仿佛劫后余生的游坦之扶着墙

角蹭起身子

，

踉跄着走到华灯初上的大

街上

，

真实的饭菜香味中他想起了自己

的使命

，

寻找萧峰

，

报仇

，

安身立命

……

多年以后

，

游坦之重建了聚贤庄

，

彼

时萧峰已经自杀

，

仇恨已经化为乌有

。

游

坦之则成为最精明的股票投资大师

，

遇

到人家请教经验

，

游坦之总是神秘地一

笑

，

伸手划一横线

，

没有人能解其真意

，

所以谁也学不走游庄主的本领

。

再过多

年

，

游坦之仙去

，

留下一字条交代后人刻

于墓碑上作为墓志铭

，

两个字

：“

止损

。 ”

（

作者系从容投资联合创始人

）

创新大考逼近 投行准备好了吗

温天纳

笔者一直从事国际投行工作

，

过

去

13

个月的时间里

，

香港资本市场不

太景气

，

内地不少同业的日子似乎更

为艰难

。

不少投行空谈业务创新

，

但骨

子里却无法摆脱过分依赖新股业务的

境况

。

中国内地新股

IPO

市场在发展

的道路上

，

波折颇多

，

经历了第八次停

顿后

，

将在

2014

年

1

月重新启动

。

在

中国证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期间

，

笔

者原本正在广州整理资料

，

准备应邀

出席一家美资财经媒体主办的演讲

会

，

并就内地金融改革作主题发言

。

内

地改革速度之快

，

往往出乎意料

，

内地

金融改革如箭在弦

，

或许有一天金融

企业再次被允许混业经营

，

但在这场

竞赛中

，

中国券商们

，

抑或是投资银行

兄弟们

，

你们准备好了吗

？

券商业对比起金融业兄弟

，

如银

行或是保险

，

规模偏小

。

笔者在此略

举数项资料

：

截至去年底

，

中国银行

业的总资产规模为中国证券业同期

规模的

75

倍以上

，

营销网点的总数

量则为证券营业部数量

40

倍以上

，

债券承销总金额则为券商承销额几

近两倍

，

银行理财产品余额总数大约

是券商受托管理资本金的

4

倍

。

彼此

竞争力相差甚远

。

按目前处境判断

，

中国金融业一

旦允许混业经营

，

没有银行做靠山的

券商或者是独立券商形势绝不乐观

。

上述数字表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

证

券行业若不创新

、

突破的话

，

就要挨

打

。

中国券商业竞争激烈

，

创新是提升

竞争力的必要手段

，

不过目前中国所

有券商不论大小均采取

“

金融超市

”

的

模式

，

同业之间的产品和服务完全同

质化

。

在成熟市场如美国

，

除了有大型

综合型券商投行之外

，

还有专攻不同

细节的专家型小投行

、

折扣券商和地

区券商

，

这些精品金融机构在中国几

乎是不存在的

。

内地市场新股重启将成为券商投

行业务的救命稻草

，

虽然短期内对二

级市场带来压力

，

但这也代表了中国

股市将从坏消息尽出的绝境中走出

来

。

关于新股发行

，

估计需要至少

1

个

月左右时间进行相关准备工作

，

预计

到

2014

年

1

月以后

，

约有

50

家企业

完成程序并将陆续上市

。

同时

，

内地将进

一步推出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配套措

施

，

监管模式将逐步从

“

核准制

”

向

“

注册

制

”

过渡

。

IPO

终于回来了

，

笔者认为投资者

不应过分抱怨

，

倒应积极面对市场短期

的波动

。

长远而言

，

股票的质素取决于企

业的业绩和增长

，

新股数量的多与少不

应是一个关键因素

。

如果新股质量好

，

投

资市场一定欢迎

。

若整个市场理性把握

此次改革契机

，

这对各方也将会是好事

。

对券商而言

，

笔者认为规范与创新

必须并肩而行

。

规范方面

，

重点在于规范

市场参与者

、

发行

/

定价机制

、

上市公司

治理三个方面

。

创新方面

，

中国目前热议

的优先股

、

个股期权等等都是行业需要

加速发展的方向

。

近年

，

不少有利券商业发展的政策

一步步出台

，

如证券业准入管制

、

扩展业

务空间

、

提升杠杆水平等等政策

，

政策旨

在提升行业全方位全面加速发展

。

在行

业整体发展上

，

笔者认为区域股权市场

和柜台交易市场也在稳步成型

。

而在资

产证券化方面

，

虽进展缓慢

，

但潜力甚

大

。

与此同时

，

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

甚速

，

券商也力求从中分得一杯羹

，

在运

用程序

（

APPS

）、

微博等等通讯软件上全

面改善推广业务和产品

。

制度改革和业务创新将会是券商业

未来发展的趋势

，

而产品多样化

、

业务多

元化则是券商业发展的方向

，

所有从业

人员必须重新构建思维

。

不创新

，

势将被

历史的潮流淘汰

。

（

作者系香港资深金融及投资银行家

）

文化的阉割

木木

刘佩琦是个演员

，

似乎已经好久

没有出新作品了

。

但其日前的几句

“

精英应该多生

”

的真情告白

，

却引来

舆论一片哗然

，

闹出的动静儿

，

似乎

要比他以前塑造的许多角色更让人

感觉震撼

。

刘佩琦是在一次宣传活动上被问

到如何看待张艺谋超生问题时

，

很深

情地如此告白一番的

。

他的话不长

，

在

此全文引用一下

，

以免断章取义之嫌

。

如下

：

“

姚明

、

李娜

、

刘翔

、

张艺谋

、

陈凯

歌等

，

那些精英们

，

包括其他领域的精

英们

，

我觉着应该让他们多生一点儿

，

当然国家宪法不允许

，

法律是平等的

，

我说话也不算数

，

但我从心底里觉得

各路精英应该多生一两个

，

这是对我

们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

，

我们现在太

缺乏人才了

。 ”

“

娱记

”

们这次肯定没有编排采访

对象

，

应该是尽职尽责地完成了

“

记录

者

”

的任务的

，

因为刘先生这话说得很

冷静

、

很客观

、

很全面

，

也似乎很有逻

辑性

。

看来

，

刘先生为了能

“

演而优则

导

”，

还是很下了一番苦功

、

进行了一

番积淀而且成效颇为显著的

。

不过

，

可

怕之处恰恰在此

。

难道这深入骨髓并

不分场合随时蒸腾散发出来的腐朽味

道

，

不让人害怕吗

？

1958

年

，

刘佩琦生于北京市海淀

区

，

是如假包换的

“

生在新中国

，

长在

红旗下

”

的新新人类

，

但怎么一张嘴说

话

，

却如千年老坟里爬出的古尸

，

着实

地骇人

！

不过

，

这倒成为中国文化批判

历史进程中的又一个无比鲜活的案

例

，

再次让我们看到

，

文化的阉割手段

是多么的神奇而充满奥妙

：

初遭荼毒

之时

，

伴随着利刃下的淋漓鲜血

，

痛楚

入髓

，

痛到极致

，

却也就慢慢麻木

、

习

惯起来

，

及至后来

，

竟也能醺醺然陶醉

其中

，

更有心窍玲珑者

，

甚而无师自

通

、

举一反三地自阉起来

。

这真的让人

很害怕

！

害怕什么呢

？

害怕这世界就此真

的成了

“

精英

”

的天下

。

这样的世界竟

有什么不好吗

？

思之再三

，

一时半会儿

似乎还真不太好说清楚

，

满眼望去

，

精

光一片

，

辉夺日月

，

也一定是极为壮观

的宏大景象

。

但顺着刘佩琦老师的

“

逻

辑

”

琢磨下去

，

大概是

“

非精英

”

的心思

不够使吧

，

就难免要生出一些战战兢

兢的疑问来

。

刘佩琦眼里的

“

精英

”，

显然应该是

有某种标准的

；

至于标准是什么

，

由于其

列举的样本数过少

，

我们不好妄加揣测

，

但用

“

各个领域的杰出人士

”

这句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话概括

，

刘先生应该不会有

什么意见

。

但问题也接踵而至

，

这些精英

们到底是生下来就一下子变成了

“

精

英

”，

还是栉风沐雨

、

手足胼胝地干成精

英的呢

？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回答

，

但估计刘

先生不好回答

；

如果硬要摆出一副

“

老子

英雄儿好汉

”

的架势吓唬人

，

强词夺理

，

睁眼说瞎话

，

难免就要让人闻到其

“

口

臭

”。

好在刘先生足够

“

精

”，

看到舆情汹

汹

，

竟就闭了嘴

。

不错

，

这也算一个态度

。

至于这个

“

态度

”

到底怎样

，

就很难说了

，

毕竟刘先生已经过了

“

知天命

”

的年纪

，

改

“

三观

”，

估计不是个小工程

。

“

新文化运动

”、“

五四运动

”

以降

，

几

乎过去了

100

年

；

100

年来

，

天翻地覆

。

但让人颇有些泄气的是

，

文化批判的历

史任务似乎远未完成

，

不时就会有自封

的

、

他封的所谓

“

精英

”

们好为人师地跳

出来考考你的智商

、

情商

；

广大的

、

沉默

的

“

非精英

”

们有时也不争气

，

总幻想一

泡尿就能让土酒变琼浆

。

由此可见

，

旧文

化的韧劲是多么的足

。

在其持续的

“

反

动

”、“

阉割

”

下

，

中国人恐怕也难言真正

地站立

。

对付这个韧劲十足的

“

老家伙

”，

显

然也是要拿出些韧劲的

，

100

年不够

，

就

再来它

100

年

！

不过

，

似乎也不必如此悲

观

，

在广大网民持续不懈的

“

韧

”

的帮助

下

，

无锡市滨湖区计生局不是很快也就

“

找到

”

了张艺谋吗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