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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周梦蝶】

由于不少老板赚快

钱的浮躁心态作

怪， 浙江的纺织业

与加工业错过了最

佳转型时机。

【江湖论道】

教育培训未来会加

大和“玩” 结合的

课程开发， 让孩子

们的学习变得轻松

一点，有趣一些。

教育培训机构可以玩出一片蓝海

陈道林

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

，

我们组织

学员到市郊的九真山进行了一次拓展

活动

。

从实际效果来看

，

不光孩子们玩

得开心

，

学得有趣

，

我们也挺开心

，

除

去开支还赚了一些真金白银

，

进一步

坚定了我们向

“

玩

”

要效益的信念

。

从

2010

年以来

，

我们在玩的路子

越走越宽

，

步子越迈越远

。

从

“

上海世

博

，

我来了

”，

到

“

青岛

，

我与大海有个

约会

”，

再到

“

内蒙

，

登上沙漠之巅

”，

每

个主题都做到了寓教于乐

。

这一次拓展活动

，

我们同样做足

了功课

，

十个小分队全部以武汉的名

山命名

，

龟山

、

蛇山当然名列其中

，

武

汉大学所在的珞珈山

、

华中科技大学

所在的喻家山等武汉六所高校所在的

名山也全部上榜

，

十支队伍个个师出

有名

，

老师在讲解的时候

，

把这些人文

地理知识融入其中

，

一路上堵得非常

厉害

，

孩子却浑然不觉

。

我们这几年陆续开展的冬夏令

营

、

野外课堂

、

户外拓展

、

小记者活动

，

无一例外都具有学

、

玩结合的特点

。

从

孩子的接受程度来看

，

效果明显优于

课堂教学

，

从家长的反映情况来看

，

支

持明显高于传统培优

。

与此相反的是

，

这几年

，

传统培优

的路子似乎越走越窄

。

经过

20

多年的

发展和大浪淘沙

，

培训行业早已改变

了竖一块牌子

、

起一个名字

、

搬几张桌

子

，

挂一块黑板

，

耍一下嘴皮

，

参与这

个行业就能赚钱的时代

，

培训机构校

长头上的

“

紧箍咒

”

越箍越紧

：

房租上

调却找不到合适位置

，

员工工资上涨

却降低不了老师流失率

，

招生成本增

多但新生人数减少

……

尤其是在去年暑假

，

许多培训机

构在炎炎夏日感受到了寒冬一般的冷

清

，

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出去旅游

、

参加

拓展

，

放弃了参加文化课程培训的打

算

。

不少年轻的

80

后爸妈不希望孩子

学得像他们当年那么苦

。

家长育子观

念的变化

，

导致需求端正在出现雪崩

，

至少是位移

。

记得歌星黄安在

《

样样红

》

里面这

样唱过

：“

愿用家财万贯

，

买个太阳不

下山

。 ”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

，

如果抱着

这样的期待不思改变

，

注定是

“

流金岁

月人去楼空

”。

无论办学校还是开企业

，

迟早也

会走到一个战略转折点

，

竞争环境

、

行

业形态

……

一切的一切都变了

。

如果

放任自流

，

就会无力回天甚至出现

“

等

死

”

的局面

。

然而

，

战略转折点并不总

是通向灾难

，

如果管理者能够敏锐地

觉察风向的转变并及时采取正确行

动

，

就可能会利用这个时机跃升至新

的高度

。

笔者以为

，

培训行业的转折点正

在到来

。

培训机构的前身原本就是

“

兴

趣班

”，

这些年却在利益的驱动之下

，

异化为了

“

培优班

”、“

择校班

”，

还衍生

出签约包成绩提高的

“

一对一

”

等高价

收费模式

，

一步步沦为了应试教育的

帮凶和既得利益者

。

可是物极必反

，

当

实际效果达不到家长的期待

，

信任危

机就会接踵而来

。

从我们自身的选择来说

，

未来会

加大和

“

玩

”

结合的课程开发

，

在文化

培训中也将融入

“

玩

”

的元素

，

将情景

教学导入到学习中来

，

让孩子们的学

习变得轻松一点

，

有趣一些

。

（

作者系武汉快乐学堂创始人

）

浙商危机的根源与出路

周凯莉

在

“

狼来了

”

高喊数年后

，

浙商危

机真的来了

！

浙商

，

这群长久以来被视

作中国经济繁荣的显性符号群体

，

正

在乌云压城的风雨飘摇中艰难寻求未

来的出路

。

事实上

，

回家过年时

，

我已隐约体

会到浙江在全盛时期之后的经济困

境

。

正如女人的裙子长度和经济形势

之间的关系

，

这些困境往往也展现在

一些细枝末节上

：

县城

“

新兴工业区

”

住宅楼单价达到将近两万余元

，

可晚

上在附近游逛的人们

，

却只能看到这

一楼盘零星的几盏灯光

，

房产泡沫看

起来一触即破

；

为外国提供油烟机

、

制

冷设备加工的中小企业主在前几年的

好光景下

，

都开上了加长宾利

，

如今却

是处在日夜不安的焦虑之中

，

譬如我

的某位

“

富一代

”

同学在除夕夜还在等

待来自土耳其的电话

，

他的惴惴不安

尽在此言中

：“

如果这单生意做不成

，

年也就过不成了

”；

坊间总是流传着耸

人听闻的消息

，

比如某某老板跑路了

，

留下一个乱摊子

，

某某金融

“

小鳄

”

在

厦门自杀了

，

身后债台高筑

……

浙商文化曾一度光鲜

。

所谓文化

，

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

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

而浙商文化正是

浙江商人在漫长的时间里

，

通过从事

商业活动所创造的经营经验

、

商行制

度

、

商业道德

、

商会组织等元素积累而

成的商业文明

。

可是

，

山雨欲来风满

楼

，

不可否认

，

如今的浙商文化的确灰

头土脸

，

其秉承的价值观和商业模式

亦引起了商界和学界的深思

。

事实上

，

浙商引以为傲的纺织业

、

加工业在

5

、

6

年前就凸显出了难以为

继的危机

。

究其内因

，

是不少老板赚快

钱的浮躁心态作怪

，

导致企业错过了

最佳的转型时机

。

早十年间

，

依靠纺织

业

、

加工业积累了原始资本的浙商们

，

大多秉承

“

哪里钱多

，

就往哪里跑

”

的

原则

，

房地产

、

期货

、

金融贷款乃至担

保公司玩得不亦乐乎

，

如今遇上风云

突变的经济大势

，

投资副业越来越难

赚钱甚至亏损

，

可再想回到主业

，

先发

制人的转型先机已然失去

，

不管是企

业的生产还是经营

，

都陷入了尾大不

掉的烂泥之中

。

从外部环境来看

，

浙商的崛起

，

多

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

受欧美的经

济周期影响甚大

。

在欧洲深陷债务危

机之后

，

尤其在希腊

、

西班牙

、

意大利

等债务危机严重的国家

，

人们对于欧

元区经济增长乏力的担忧

，

业已影响

到消费领域

。

另一方面

，

成本与利润之

间的矛盾越发严重

。

我老家的亲戚

，

专

为爱马仕代工

，

但随着中国人力成本

的上升

，

加上欧洲奢侈品订单对于工

艺的过度苛刻和工序的纷繁复杂

，

如

今奢侈品代工业的利润空间基本上被

压缩到了百分之一以内

。

相反

，

越南

、

柬埔寨

、

泰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

，

吸引了发达国家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

而关于沉重的赋税以及政府与市场之

间的暧昧关系

，

浙商之间热传的经典

名言

“

看得见的手乱作为

，

看不见的手

不作为

”，

可以作为一个无奈的注解

。

当然

，

一向以自力更生著称的

浙商不会坐以待毙

。

他们中的一部

分人在苦苦挣扎的数年中

，

研制出

了不少自救之道

。

例如我做纺织业

的亲戚将他奉行的

“

一站式服务

”

比

作卖鱼

。

他为服装生产商提供丝绸原

料

，

还提供织染

、

配送等服务

，

就像在

菜市场卖鱼

，

不仅在鱼的质量上追求

新鲜

、

肉美

，

还提供现场宰杀

、

保鲜袋

包装等服务

，“

免得客人还沾上一手腥

味

”。

这种服务上的改进逐渐换来了更

多的利润空间

，

也算是

“

惨淡经营

”

为

企业续命了

。

史学家司马迁在

《

史记

·

货殖列

传

》

中这样总结商人发家的三步曲

：

“

无财作力

，

少有斗智

，

既饶争时

”。

在

资本微薄的条件下

，

做生意只能依靠

勤力劳作

，

这当然就是浙商一贯以来

的艰苦创业精神

。

到第二步

“

少有斗

智

”，

意为在积累了一定资本的条件

下

，

商人欲想与人争利

，

则必须精敏有

心机

，

靠策略制胜

，“

富者必用齐胜

”，

在这一阶段上

，

宗庆后

、

马云等浙商的

精英代表亦做出了良好的表率

。

到了

第三步

“

既饶争时

”，

即在资本自我积

累达到富裕的条件下

，

应尽量减少外

来的强制干预

、

抓住时机

、

谋求创新

，

浙商之所以深陷危机

，

正是因为他们

中的大部分都败在了这一点上

。

（

作者为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观察员

）

稼穑不易 且念且珍惜

木木

上小学的时候

，

经常要在学校

、

老

师的组织

、

带领下

，

参加

“

学工

”、“

学

农

”

劳动

。

现在回想起来

，

确实是很有

意义的一件事情

。

“

学农

”，

一般是帮农民捡麦穗

。

当

时北京阜成门外还有一片片的麦地

，

从麦田出苗儿开始

，

那里从来都是孩

子们的乐园

；

最快乐的

，

莫过于与看田

的农民

“

捉迷藏

”

了

。

不过

，

捡麦穗就无

趣得多

，

在烈日下

，

或弯腰

、

或蹲行

，

往

往一会儿工夫就烦得

、

累得受不了

。

“

学工

”，

就是到酱菜厂切腌黄瓜

。

当时

，

那家酱菜厂就在现在金融街月

坛北桥东北角

。

在老师的带领下

，

每天

要走近半小时去

“

上班

”，

在操作车间

坐定之后

，

每人会得到一把用半截钢

锯条打磨而成的小刀儿

，

一切就是一

上午

，

似乎腌黄瓜永远也切不完的感

觉

。

不过

，

印象更深的

，

是小刀儿的锋

利

，

不小心在手指上蹭一下

，

马上就是

一道很深的伤口

。

那时候才知道

，

盐水

腌渍下的伤口

，

疼痛能钻到心里去

。

从此知道

，

劳作从来不易

。

女儿转眼就到了我当年的那个年

纪

，“

劳作

”

在她眼里

，

俨然就是比上课

滋润万千倍的美差

！

从前几年开始

，

我

每年都要带着她在家种一些西红柿

、

丝瓜

、

南瓜之类的东西

，

本意是希望她

能够早些知道劳作的艰辛

、

生活的不

易

，

但似乎效果不大

，

每次侍弄这些东

西

，

她都会乐翻天

。

倒是本人

，

颇受到

一些再教育

，

有了新发现

。

一颗硕大

、

青涩的西红柿要经过

漫长的日照和小心的等待

，

最终才能

以可人的面貌出现在餐桌上

，

而在这

个过程中

，

各种风险随时都能打破收

获的美梦

。

而市场上出售的那种色泽

红艳

、

果型完美的西红柿

，

应该不可能

是经过如此漫长光阴酝酿而得到的果

实

。

因为等待的成本是如此巨大

，

无论

是消费者

，

还是种植者

，

显然都难以承

受

。

有深谙此道的朋友说

，

只要刷上催

熟剂

，

青涩的果实用不了多长时间

，

就

能红透了脸

；“

现在哪里能等得起那么

长时间

”，“

那不得赔死

”。

现在估计很少会有人有耐心

、

有

心情慢慢等待收获的喜悦了

。

讲求效

率的

“

吃

”，

一定要求匹配讲求效率的

种植

、

养殖

。

过去养头猪

，

要积攒一年

的希望

；

现在

4

个月

、

最多半年就搞

定

，

所谓

“

猪无半年贵

”

也是一个佐证

。

过去养只鸡

，

最少需要

3

个月期盼

，

现

在

40

天就

OK

。

至于大家最终吃进去

的是什么

，

那似乎就全然没必要深究

了

，

都糊糊涂涂地

，

似乎也挺好

。

或许就要有人立即埋怨农民们不

厚道

、

人心不古了

，

且慢

！

在全社会都

视效率为生命的现代环境里

，

农民们

怎么能拖住社会前进的后腿呢

？

他们

也不可能有

“

独善其身

”

的权利

。

要想

实现有

“

尊严

”

的生活

，

不跳出农门另

投他业

，

就只能想方设法糊弄糊弄不

谙农事的城里人了

。

稼穑从来不易

。

因为

，

种植者与养

殖者守候

、

侍弄的是一株株

、

一个个鲜

活而娇嫩的生命

，

没有精心的付出

，

就

一定不会有好的回报

，

许多时候

，

即使

有精心的付出

，

也很难有好的回报

，

“

不易

”

即在于此

。

但更不易的是

，

辛勤

付出

、

收获成果之后

，

却几乎从来都很

难获得足以匹配其价值的社会回报

。

从这个角度讲

，

日益多起来的

“

非农

”

人口

，

一直在享受

、

剥夺着另一些人的

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

。

所以

，

偶尔吃几

口

“

催熟剂

”

之类的什么东西

，

似乎也

用不着大呼小叫着

“

冤枉

”、“

可恨

”

了

。

昨天

，

听一个老华侨回忆到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往事

。 “

那时候

，

没肉

吃

，

党和政府教育我们

，‘

青菜豆腐保

平安

’！

我们当时都挺不服气

，

现在想

想

，

还真有些道理呢

。 ”

呵呵

，

事物的两

面性无处不在

，

只不过

，

有时候深陷其

中

，

无知无觉罢了

。

如果人们都了解或

还记得稼穑不易

，

估计心中多多少少

总会存着些敬意

；

敬意在

，

贪多求大

、

斤斤计较的矫情就一定少

，

城里人不

矫情了

，

农民估计想不厚道也难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沪港通” 会拉平两市股价吗

谢作诗

风乍起

，

吹皱一池春水

。

这风起自李克强总理博鳌论坛演

讲

：“

我们将积极创造条件

，

建立上海

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

进一步促进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双向

开放和健康发展

。 ”

总理讲话的时候是北京时间

4

月

10

日上午

10

点

42

分左右

，

大约

13

点

10

分

，

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发布了

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的联合公

告

，

正式宣布启动沪港联通试点

，

上交

所和港交所将允许两地投资者通过当

地证券公司

（

或经纪商

）

买卖规定范围

内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

沪港通包

括沪股通和港股通两部分

，

沪股通的

总额为

3000

亿

，

每日额度为

130

亿人

民币

，

港股通总额度为

2500

亿人民

币

，

每日额度为

105

亿

。

试点初期

，

沪

股通的股票范围是上证指数

180

与上

证

380

的成分股

，

以及上交所上市的

A+H

股

，

港股通的股票范围是恒生综

合大盘股指数

、

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

的成分股以及同时在沪港上市的

A+

H

股

，

参与对象为机构投资者以及账

户不低于

50

万人民币的个人投资者

，

正式交易称开通大约需

6

个月

。

诚如水皮先生所言

，“

沪港通

”

对

于改革与国家战略的意义不需我们去

多说

。

低迷阴郁若冬眠的沪市随即感

受到春天的讯息

，

于

13

点

48

分开始

放量上涨

，

盘中指数涨幅近

2%

，

港股

稍微滞后三分钟

，

盘中涨幅 也 近

1.7%

。

这是利好吗

？

当然是

，

股市的反应

就是最好的注解

。

之所以是利好

，

是因为增加了股

市资金的自由度

。

我们知道

，

100

元的

超市代金券只能兑换

95

元的现金

。

为

什么

？

因为它自由度受限

，

只能在超市

消费

。

原来投入股市的

100

元钱

，

因为

自由度受限

，

只值

95

元

，“

沪港通

”

扩

大其自由度

，

相当于增加了

5

元钱的

价值

，

这会吸引资金流入

。

无论对于

A

股来说

，

还是对于

H

股来说

，

都会吸

引资金流入

。

在市场内部

，

也会出现资金从不

能

“

沪港通

”

的股票向能够

“

沪港通

”

的

股票转移

。

具体来说

，

在

A

故市场

，

资

金会流出创业板

、

中小板

，

流向主板

，

特别是

“

沪港通

”

股票

。

上一轮牛市前

，

或者说股改之前

，

A

股对

H

股普遍有

30%

以上的溢价

，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倒过来了

，

H

股的

股价普遍高于

A

股

。

截至目前

，

倒挂

的

A+H

股有

23

家之多

，

幅度最大的

海螺水泥倒挂达

48%

，

在

“

沪港通

”

新

政放风当天

，

该股

A

股涨停后才

19

元

，

而

H

股却是

33

港元

。

那么

“

沪港

通

”

会拉平两市股价吗

？

回答这个问题

，

我们首先需要弄

明白为什么沪港两市

A+H

股价格会

倒挂

。

其实

，

这种倒挂完全正常

。

港市制

度完善

，

执法严

，

股票本来就应该比

A

股值钱

。

而且港股实行

T+0

，

自由度

大

，

这也提高了其真实价值

。

我的看法

，

在

“

沪港通

”

正式开通

以前

，

A

股

H

股价差会有所收窄

，

但

完全拉平可能性不大

。

之所以说会有

所收窄

，

是因为

“

沪港通

”

导致市场预

期

A

股将因此由

T+1

改为

T+0

，

这

会刺激

A

股上涨

，

缩小与

H

股的差

价

。

之所以说不会完全拉平

，

是因为港

股制度完善

，

执法严格

，

其股票更具有

投资价值

。

A

股市场经常出现的

“

见光

死

”，

就表明利好还没有公布

，

主力就

已经知道并布好了局

，

只等消息正是

发布

，

便收钱出局了

。

所以利好消息一

公布

，

来个大涨

，

然后就是一路大跌

。

我好奇的是

，“

沪港通

”

利好会不会也

是

“

见光死

”

呢

？

这带来一个

A

股价格动态变化的

可能路径图

：

价格先是上涨

，

但如果没

有

T+0

制度改革跟上

，

那么在

“

沪港

通

”

正式开通以后

，

A

股大跌

、

H

股大

涨的情况很有可能会出现

。

经济学是科学

。

科学能够推出可

以检验的含义

。

影响股价的因素实在

太多

，

并且时时在变化

，

但

A+H

股同

为中国公司

，

打通港市

、

沪市两个市场

之资金流通后

，

股价差异反映的就是

两个市场的制度差异了

。

两市制度不

变

，

两市

A+H

股股价的差异也应该是

稳定可观察的

。

经济也一样

，

放松管制

，

增加自由

度

，

经济就会繁荣

。

（

作者系美国大唐集团中国区首

席经济学家

）

【缘木求鱼】

在全社会都视效率

为生命的现代环境

里， 农民们怎么能

拖住社会前进的后

腿呢？

【经济解释】

打通港市、 沪市两

个市场之资金流通

后， 股价差异反映

的就是两个市场的

制度差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