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

Column

专栏

主编：何敬东 编辑：孙勇 2014 年 4 月 25 日 星期五

Tel

：(0755)83501681

【经济解释】

经济社会运行很麻

烦的一个问题是信

息不对称。 怎么解

决？ 必须依靠舆论

自由。

【缘木求鱼】

香港要想发挥其每

日都憧憬着发挥的

作用， 加强包容性

建设显然是最重要

的一个工程。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木木

内地幼童在香港当街方便

，

又理

所当然地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

在香港

，

如果幼童很没眼力见儿

地突然内急起来

，

于父母而言

，

实在是

一件颇为尴尬的事情

。

这绝非妄言

，

本

人也是实践出真知

。

2005

年

9

月底

，

应友人之邀

，

携妻女赴港游玩

。

三岁的

女儿首次出远门

，

兴奋得很

。

不过

，

她

越兴奋

，

我们就难免越担心

，

生怕她架

着火

、

又水土不服

，

生起病来

；

于是就

不停地给她

“

灌水

”。

好在天气正热得

很

，

一动就是一身汗

，

几天过去

，

小女

竟颇争气

，

居然从未在错误的时间

、

错

误的地点闹着办正常的事儿

。

不过

，

好景不长

，

某天出行需要坐

地铁

，

时间一长

，

再加上冷气足够强的

原因吧

，

女儿开始闹着要小便

。

我们马

上下车

，

找厕所指示牌

，

遍寻不得

；

想

找个工作人员询问

，

亦遍寻不得

；

只好

很冒昧地截住几个行客打听

，

不过大

家好像都行色匆匆的

，

加之港语也过

于

“

呕哑嘲哳难为听

”，

终究没有什么

结果

。

于是

，

只能重新上车

，

希望能在

下一站解决问题

，

但十分不巧

，

还是没

有找到

；

于是再匆匆上车

，

开始等待下

一个希望

……

第四次下车的时候

，

小女已经急

不可耐了

，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

在一个

拐角处

，

蓦然发现一个大大的敞口垃

圾桶

，

套着黑色的垃圾袋

，

里面的垃圾

已经有半桶多了

，

我抱着女儿

，

很歉疚

地在她红通通的脸蛋儿上亲了一口

，

“

爸爸实在跑不动了

。

就这儿吧

。

活人

总不能让尿憋死

！ ”

2005

年的香港

，

大约还未经历内

地游客狂轰滥炸的原因吧

，

当地人的

神经还坚强得很

，

人们就在我们的身

后熟视无睹地来来往往着

，

不过

，

小

女的

“

丑行

”

最终还是被一个

“

先驱

”

发现了

，

那个显然被惊吓到的瘦小的

香港女人的样子

，

至今我仍很歉疚地

保存在记忆里

：

黑框眼镜后面的眼睛

惊恐地瞪得老大

，

嘴巴惊恐地微微张

开

，

从嗓子眼儿深处发出一阵悠长的

惊恐的

“

呀呀

”

声

，

一根纤细的手指惊

恐地指定了依偎在我怀里

、

正享受着

轻松的女儿

，

但脚步却一点儿也没有

停

，

就这样

，

指着

、

瞪着

、

呀着

、

走着

，

直

至脖子扭到生理极限

，

才蓦地回过头

去

，

远去了

……

为此

，

我很是愧疚了好一段时间

；

那位可怜的女士

，

显然从没有见过一

个小孩子以那样的方式

“

淘气

”，

吓到

她

，

心里实实在在地愧疚一下

，

还真是

没什么冤屈的吧

。

不过

，

有时候想起

来

，

心里也难免会窃喜那么一下半下

：

让细腻的港人见识一下北方来的乡下

佬的粗犷

，

就文化包容的训练而言

，

似

乎也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坏事

。

应该马上就会有一些同胞批驳本

人乖张

、

龌龊了吧

。

那是一定的

，

否则

，

最近几年两地民众之间的情绪化大辩

论也就不会时有发生了

。

最近几年

，

内

地幼童在香港公共场所方便

，

不时就

被放到网络上挞伐一番

。

其实

，

看问题

许多时候不能吃死一个角度

，

否则

，

就

很有可能

“

活人让尿憋死

”。

幼童街尿

的问题

，

倒十足暴露出一个国际港

、

一

个旅游胜地的政府

，

提供公共服务的

意愿

、

能力

、

效率有多么的欠缺

。

十年

了

，

一个小小的公共厕所问题都解决

不了

，

还逞什么能要做其他大事呢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

，

公共

厕所也少得可怜

，

许多

“

老外

”、“

同胞

”

不时就被憋得不亦乐乎一下

；

憋急了

，

就难免钻进人少的胡同里就地解决

。

对此

，

北京老百姓几乎没有骂客人的

，

矛头倒是很一致地指向政府未尊待客

之道

，

逼着政府解决问题

。

再后来

，

似

乎就再没人反映如厕难了

。

这大概也

是人们都爱往北京钻

、

而且钻进来就

不想离开的一个原因吧

。

香港要想发挥其每日都憧憬着发

挥的作用

，

加强包容性建设显然是一

个最重要的工程

。 “

包容性

”

是什么

？

一

个很深奥的道理

，

本人寡陋

，

说不太

好

，

但起码活人不应该被尿憋死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土地涨价要归公吗

谢作诗

土地涨价要不要归公

？

这是一个

有争议的话题

。

我没有记错的话

，

是孙

中山首先提出土地涨价要归公的

。

但

是在自由市场主义者看来

，

肯定不应

该

。

主张土地涨价要归公

，

等于是放弃

了对于私有产权的坚守

，

这是对自由

市场经济的背叛

。

不过在我看来

，

答案取决于是谁

创造了价值

———

谁创造了价值

，

谁就

该得到这份收入

。

试问

：

为什么北京

、

上海土地那么

值钱

，

我的家乡土地就不值钱

，

被人撂

荒

？

西藏

、

甘肃

、

内蒙土地也不值钱

？

因

为二者用途和位置不一样

。

土地增值

是因为用途和位置的改善

。

改善土地用途和位置的

，

主要是

道路等基础建设

，

以及更为广义的城

市化

。

在古代

，

道路和城市建设是自发

完成的

，

因其发展而带来的土地增值

完全不应该归公

。

但是在今天

，

自发的道路等基础

设施建设和城市化

，

不是不可能

，

但不

是高效率

。

因土地碎片化而涉及的市场谈判

费用高

，

土地位置和用途改善

，

交给政

府处理成本会低很多

。

政府征地补偿

，

平整规划

，

铺管线

，

建道路

，

这些投资

都是政府所为

，

按谁投资谁受益原则

，

当然政府要拿大头

。

中国找到全天下

最好的城市化模式

，

可惜被人当作失

败来处理

。

我多次讲过

，

中国经济的成功不

是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的成功

，

而

是先进生产方式的成功

。

不然

，

为什

么有

“

中国制造

”，

而劳动成本更低

、

人口也众多的印度

、

非洲没有

“

印度

制造

”

和

“

非洲制造

”

呢

？

中国产业集

群和分工网络的深度广度

，

在世界上

都是处在领先的水平

。

这得益于中国

特殊的发展模式

。

不妨设想

，

用两种

模式建商场

，

一种是全体租户集资协

商建商场

，

然后在建好的商场内分配

摊位经营

；

另一种由第三者建了商

场

，

然后招商引资引来租户经营

。

试

问

：

哪种模式更有效率

？

无疑是后者

。

中国的工业化

、

城市化走过的不正是

一条由第三方

（

政府

）

建

“

商场

”，

然后

招商引资引来租户经营发展经济的

道路吗

？

当然

，

政府介入难免带来强制甚

至是血腥

。

这是不是对于私有产权的

破坏呢

？

我的观点可能有些与众不同

：

西

方国家因为一户人家竟然高速改道

，

机场移位

，

这不是保护产权

，

而是破坏

产权

。

假如产权是独立的

，

那么尽可以

保护最后一个人的产权

，

保护最后一

个人到最后一个单位的产权

。

可惜的

是

，

产权保护具有相互性

。

100

户人

家

，

99

户愿意拆迁

，

但是

1

户不愿意

。

保护了

1

户人家的产权

，

实际上就是

破坏了

99

户人家的产权

。

保护了

99

户人家的产权

，

又破坏了

1

户人家的

产权

。

怎么办

？

我的办法是

，

90

户人家

愿意动迁

，

愿意按照商定的价格动迁

，

那么剩下

10

户人家必须接受

。

当然这

个比例只是一个举例

。

所以

，

并不是强拆本身都不对

。

完

全没有强拆其实也不对

。

中国的问题在于

，

在强拆过程中

，

政府既是运动员

，

又是裁判员

。

既是运

动员

，

又是裁判员

，

纵然你有理

，

也不

可能服众

。

实际上

，

一个既是运动员又

是裁判员的人

，

一般来说是很难公正

公平的

，

难免要损害公众利益

。

这是人

性

，

普天之下都一样

，

没有例外

。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独立

、

公正的

裁判员

，

这个裁判员就是独立的司法

。

如果有一个独立的

、

为所有各方接受

的法庭

，

那么我们既不是简单相信政

府所说和主张的

，

也不是简单相信拆

迁户所说和主张的

，

法院判决

，

双方心

服口服

，

全社会心服口服

，

问题可以有

效解决

。

中国必须深刻反思独立司法缺失

的社会经济后果

。

近年来因为抵制

PX

项目

，

发生多起街头运动

。

从技术层面

上讲

，

本来

PX

项目很安全

，

为什么老

百姓那么激烈反对

？

因为缺乏信任

。

这

种信任不是当事的政府和企业讲几句

话

，

做个保证就能建立的

，

必须要有制

度保障

。

中国还迫切需要舆论自由

。

公开

才能公正

，

公正才能服人

。

不要怕舆论

自由会带来错误信息的传播

，

开放的

舆论可以传播错误信息

，

但也传播正

确信息

，

这其实最有效纠正了错误信

息

。

经济社会运行很麻烦的一个问题

是信息不对称

。

怎么解决

？

必须依靠舆

论自由

。

（

作者系美国大唐集团中国区首

席经济学家

）

从《百年孤独》看科技改变世界的魅力

汤亚平

4

月

18

日

，

加西亚

·

马尔克斯的离

世引起世界震动

。

加西亚

·

马尔克斯生于哥伦比亚

，

1982

年

，

他以创作具有魔幻现实色彩

的小说

《

百年孤独

》

而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

，

从此享誉世界文坛

。

可是

，

在笔者

看来

，“

魔幻

”

二字改为

“

科幻

”

似乎更

准确

。 《

百年孤独

》

展现的是科技发明

改变世界的魅力

。

多年前

，

马孔多

（《

百年孤独

》

的故

事发生地

）

是个二十户人家的小村庄

，

一座座土房盖在河岸上

……

这块天地

还是新开辟的

，

许多东西都叫不出名

字

，

不得不用手指指点点

。

某年

3

月

，

一个自称梅尔加德斯

的吉卜赛人拿着磁铁石来到马孔多

。

这里的人们惊异地看见

：

铁锅

、

铁盆

、

铁钳

、

铁炉都从原地倒下

，

木板上的钉

子和螺丝嘎吱嘎吱地拼命想挣脱出

来

，

甚至那些早就丢失的东西也兀然

出现

，

乱七八糟地跟在梅尔加德斯的

“

魔铁

”

后面

。“

东西也是有生命的

。”

吉

卜赛人用刺耳的声调说

，“

只消唤起它

们的灵性

。 ”

马孔多的创建者霍

·

阿

·

布恩蒂亚

成了磁铁魔力的狂热支持者

，

他认为

这种暂时无用的科学发明可以用来开

采地下的金子

，

便用自己的一匹骡子

和两只山羊换下了两块磁铁

。

次年

3

月间

，

吉卜赛人又来了

。

这

次他们带来的是一架望远镜和一只大

小似鼓的放大镜

，

说是阿姆斯特丹犹

太人的最新发明

。

他们把望远镜安在

帐篷门口

，

而让一个吉卜赛女人站在

村子尽头

。

花五个里亚尔

，

任何人都可

从望远镜里看见那个仿佛近在咫尺的

吉卜赛女人

。

“

科学缩短了距离

。 ”

梅尔加德斯

说

，“

在短时期内

，

人们足不出户

，

就可

看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儿

。 ”

在一个炎热的晌午

，

吉卜赛人用

放大镜做了一次惊人的表演

：

他们在

街道中间放了一堆干草

，

借太阳光的

焦点让干草燃了起来

。

布恩蒂亚产生

了利用放大镜作为作战武器的念头

。

他用两块磁铁和三枚殖民地时期的金

币交换放大镜

。

妻子乌苏娜伤心得流

了泪

，

金币是她父亲一生节衣缩食才

积攒下来的

。

布恩蒂亚以科学家的忘我精神

，

孤独地呆在小室里

，

甚至冒着生命危

险

，

一头扎进了作战试验

。

他想证明用

放大镜对付敌军的效力

，

就让阳光的

焦点射到自己身上

，

因此受到灼伤

，

伤

处溃烂

，

很久都没痊愈

。

他终于实验成

功太阳战的复杂技术

，

甚至编写了一

份使用这种武器的

《

指南

》，

请一个信

使送给政府

。

他等了几年没等到答复

。

可是

，

布恩蒂亚对科学的追求没

有止步

。

他终于从吉普赛人那里换来

观象仪和六分仪

，

通过实验认识到

“

地

球是圆的

，

像橙子

”。

渐渐地

，

霍

·

阿

·

布

恩蒂亚对马孔多的落后生活心生不

满

。“

咱们再也无法呆去下了

。”

他向乌

苏娜叫苦

，“

咱们会在这儿活活地烂

掉

，

享受不到科学的好处了

。 ”

他决心

开辟一条道路

，

把马孔多与外面的世

界连接起来

。

“

不

，

咱们不走

。”

乌苏娜说

，“

咱们

要留在这儿

．

因为咱们在这儿生了个

儿子

。 ”

“

可是

，

咱们还没有一个人死在这

儿

。”

布恩蒂亚反驳说

，“

一个人如果没

有亲属埋在这儿

，

他就不是这个地方

的人

。 ”

乌苏娜温和而坚决他说

：“

为了咱

们留在这儿

，

如果要我死

，

我就死

。 ”

布恩蒂亚终于屈服了

。

从他招呼

孩子们帮他取出行李箱里的试验仪器

的那天下午起

，

他就把他最好的时间

用在孩子们身上了

。

在僻静的小室墙

壁上

，

难以置信的地图和稀奇古怪的

图表越来越多

；

在这间小屋里

，

他教孩

子们读书

、

写字和计算

。

他不仅依靠自

己掌握的知识

，

而且广泛利用自己无

限的想象力

，

向孩子们介绍世界上已

经发生的奇迹

……

布恩蒂亚把重建马

孔多的科学使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

在加西亚

·

马尔克斯笔下

，

科学与

孤独似乎总是形影不离

。

他选择

“

孤

独

”

作为主题

，

而目的却是为了摆脱孤

独

，

让人们享受科学带来的好处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当心！ 地产商盯上了你的孩子

陈道林

上周

，

儿子在他妈妈的帮助下

，

通

过网上秒杀获得了周末参加机器人挑

战派对的活动

。

对这个来之不易的机

会

，

儿子显得异常珍惜

，

周日的时候早

早起床

，

和妈妈一起换乘公交

、

地铁在

出发前

5

分钟赶到了集合地点

。

傍晚回来的时候

，

儿子还在为没

有获得礼品和奖品而遗憾

。“

在我们玩

挑战赛的时候

，

妈妈可以去拍照片

，

拍

齐别墅里的十大景发到微信上

，

就可

以获得礼品

。 ”

原来

，

儿子和一群小伙

伴

，

在各自爸爸或者妈妈的陪伴下

，

被

拖到了武汉市郊几十公里之外的一处

别墅

，

在现场登记个人信息之后

，

他们

就可以免费参加一家机器人培训机构

在此举办的活动

，

现场有电视台录制

节目

，

胜出的小朋友可以获得亲子双

人游等奖品

。

听他们讲完之后

，

我直觉这是一

场精心策划的房地产营销活动

，

不同

的是

，

这场营销活动披上了温情的面

纱

。

通过为孩子举办活动来发现目标

客户

，

可以实现一石二鸟的效果

，

讨好

了孩子

，

吸引了孩子身后的买家

。

据此我向地产界的朋友讨教

，

朋

友告诉我说

，

全民都来卖房的

“

泛营销

时代

”

已经开启

。

在楼盘存量市场庞

大

、

线上广告效果乏力的背景下

，

开发

商为了调动一切可能的潜在消费力

，

让市场需求接近供应的前端

，

恨不得

掘地三尺找买家

。

前些年

，

地产的跨界营销早已大

行其道

，

比如高端楼盘与高端汽车

、

奢

侈品相嫁接

，

某汽车品牌发布会

，

在某

高端楼盘售楼部现场进行等等

，

两者

的消费群体相似

，

便于挖掘顾客多次

成交的潜力

，

跨界双方实现双赢

。

不知道通过孩子来卖房子

，

这是

否算得上跨界营销的新鲜尝试

？

孩子

本来是没有消费实力的

，

可是一个孩

子连着一个家庭

，

在孩子参与活动

、

游

戏时

，

家长置身于楼盘的大量信息当

中

，

要想得到的礼物越多

，

对楼盘的了

解自然就会越多

！

家长面对诱惑对楼

盘进行的主动了解

，

减少了营销的痕

迹

，

却更容易让人被吸引甚至作出购

买的安排

，

正好中了地产商的下怀

。

今年自从杭州楼市降价促销的消

息传出以来

，

各地房价跳水

、

打折的消

息不绝于耳

，

在销售乏力的情况之下

，

新的营销手段就会加速登场

。

通过和

培训机构合作

，

把目光放在孩子的身

上

，

通过讨好孩子来卖房子

，

让人

“

耳

目一新

”。

我相信

，

地产商的智慧很快会得

到效仿

。

既然房子可以通过孩子来卖

，

那么理财产品可不可以

？

保险可不可

以

？

出境游可不可以

？

接下来

，

我们还

会看到多少打着为孩子找乐的营销活

动出场

！

只不过我担心

，

少不更事的孩子

在被

“

道具

”

之后

，

他们会不会怀疑大

人世界的真诚

？

孩子们到底是去感受

活动的快乐

，

还是为了商家的蛊惑去

赢取奖品

？

好在类似的活动

，

只是一种商业

诱导

，

并不会是一种强制消费

，

就当娱

乐一把好了

！

毕竟

，

没有商业力量的推

动

，

不会有这样

“

免费

”

掉下来的午餐

。

只是聪明的父母需要为孩子把好关

，

同时要守好自己的钱袋

，

不要因为孩

子失去了消费理性

！

（

作者系武汉快乐学堂创始人

）

【平心而论】

在加西亚·马尔克

斯笔下，科学与孤

独似乎总是形影

不离。

【江湖论道】

既然房子可以通过

孩子来卖， 那理财

产品可不可以？ 保

险可不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