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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氏关心】

发展农业要靠符合

经济规律和体现社

会公平的政策。 它

不是概念的炒作、

故事的讲述和未来

的描画。

【清风徐来】

简单就是高效！ 学

会把问题简单化，

化繁为简， 才是一

种大智慧。

化繁为简与化简为繁

徐叔衡

一次

，

爱迪生让助手帮自己测量

一下一个梨形灯泡的容积

。

助手一会

儿拿标尺测量

，

一会儿计算

，

又运用一

些复杂的数学公式

。

可几个小时过去

了

，

他忙得满头大汗

，

还是没有计算出

来

。

于是

，

爱迪生拿起灯泡

，

朝里面倒

满水

，

递给助手说

：“

你去把灯泡里的

水倒入量杯

，

就会得出我们所需要的

答案

。 ”

助手这才恍然大悟

：

自己把问

题搞复杂了

，

做了许多无用之功

。

这个故事给人们一个重要启示

：

简单就是高效

！

学会把问题简单化

，

化

繁为简

，

才是一种大智慧

。

生活中这样的事例很多

，

本来一

件很简单的事

，

被人为复杂化了

。

笔者

就经历过这么一件事情

。

一次

，

家里固

定电话出故障

，

打电话请电信部门修

理

。

电话拨通后

，

对方是电脑语音接

话

：“

欢迎致电某某电信

，

愿竭诚为您

服务

！ ”

接下来便是

：“

中文请按

1

，

英

文

（

改用英语

）

请按

2

。 ”（

笔者注

：

本来

已用中文开了头

，

这里却凭空冒出来

一个外文

）。

笔者按下

“

1

”，

电脑发话

：

话费积分及密码服务请按

1

，

业务咨

询办理请按

2

，

3G

业务请按

3

，

障碍报

修请按

4

，

投诉业务请按

5

，

政府与企

业服务请按

9

，

返回菜单请按

0

（

电脑

语速较快

，

大约怕人听不清楚

，

可以再

返回重听一遍

）。

当笔者按障碍报修

4

后

，

电脑语音

：

宽带业务请按

1

，

固定

电话业务请按

2

，

IT

业务请按

3

，

人工

服务请按

0

，

返回请按米字健

。

当笔者

按下固定电话报修

2

后

，

电脑语音

：

本

机请按

1

，

其他请按

2

，（

笔者注

：

本人

固定电话本来就有故障

，

无法拨打

，

是

用手机打的电话

，

电脑语音要求输入

固定电话号码

，

按

#

号健结束

）。

输入

固定电话号码按下

#

号健后

，

电脑语

音

：

无法拨打电话请按

1

，

通话中断请

按

2

，

等等

，

列举了

10

项障碍

，

笔者按

下

2

后

，

人工才开始接听电话

，

真是

“

千呼万唤始出来

”！

这时

，

一位姑娘的

声音从听筒里传了出来

：“

您好

！

请问

有什么事能为您服务

？”

笔者只好将电

话故障复述一遍

。

这么一通程序走下

来

，

3

、

4

分钟就过去了

。

这还算顺利

，

如果在最后一个环节遇到了忙音

，

则

又要从头再来一遍

。

打这样的电话

，

真

是磨人

!

一件简单的事情竟然被弄得

如此复杂

，

真让人惊叹不已

！

目前

，

计算机被广泛用于经济生

活和社会服务

，

其目的大抵是为了加

强企业管理

，

节省人力

，

提高效率

，

方

便群众

，

增加效益

。

笔者没有调研

，

不

清楚这家公司使用计算机的具体情

况

，

只能在这里姑妄言之

。

笔者猜测

，

可能会有三种情况

，

一是公司实际应

用情况很好

。

减少了人力

，

提高了效

率

，

改善了服务

。

二是没有拎住要领

，

抓住关键

，

不分轻重缓急

，

将鸡毛蒜

皮

，

或发生概率很小的事情统统囊括

进来

，

把问题复杂化了

，

像爱迪生的助

手那样

，

累得满头大汗

，

但于事无补

。

三是故弄玄虚

，

事情本来简单

，

却偏要

设计那么多的程序

，

显得自己有学问

，

有水平

，

有能耐

，

让顾客领教领教自己

的身手

。

现在

，

服务行业大都采用计算机

接听电话

，

笔者有些触及

，

许多单位程

度不同地存在上述现象

。

如果计算机

接听电话应用得好

，

自己省了事

，

省了

人力

，

自是好事

，

可是

，

服务行业毕竟

面向大众

，

还应看社会效益

，

不要自己

轻松了

，

顾客却麻烦了

，

不要忘记

，

人

们都崇尚简单

，

希望办事

、

解决问题

，

简便

、

快捷

、

高效

，

要推己及人才好

。

如

果属于第二种情况

，

这倒好办

，

请行家

来点拨就是

。

如果属于第三种情况

，

那

就大不应该

，

千万不要把折腾顾客

，

当

成显示本领的平台

。

其实

，

一个人真有

本事

，

到哪里都可以施展拳脚

，

社会舞

台大得很呢

。

（

作者系原江西证监局局长

）

《功甫帖》为什么必须是真的

木木

《

功甫帖

》

的真伪之争

，

从去年

9

月份开始

，

一直闹腾到现在

，

似乎仍看

不到尘归尘

、

土归土的迹象

。

作为这场争论的主角之一

，

刘益

谦近期仍频繁对媒体放风

，

甚至控诉

上博是

“

有组织

、

有预谋

”

地展开对

《

功

甫帖

》

的质疑

，

还言之凿凿地强调

，“

这

一事件已经从公开的学术讨论转到隐

蔽战线斗争

”。

刘益谦颇有穿越味道的

超规格用语

，

就难免让人很有触目惊

心之感

。

按照常理揣测

，

5000

万价位的

《

功甫帖

》，

在刘益谦的藏品中

，

还远远

够不上

“

价格之王

”

的狠角色

，

与其亿

万身家相比

、

与其动辄出手上亿的豪

爽身手相比

，

这个量级也大约不过如

几阵毛毛雨罢了

。

但就是这么一件似

乎无足轻重的东西

，

却逼得刘益谦显

出了真本色

。

何也

？

因为

“

功甫帖

”

显然

触到了刘益谦的底线

，

也显然触到了

他所在圈子的底线

，

否则

，

也不会有那

么多同好站出来为其压阵助威了

。

据报道

，

刘益谦在竞拍

《

功甫帖

》

之前

，

私下咨询过上博专家

，

但专家不

看好的结论显然并未打动刘益谦

。

也

是

，

一个圈儿内老手

，

心中当然会有自

己的定盘星

，

遇到事儿

，

一定会专断独

行

，

专家的意见

，

也仅仅是个参考罢

了

。

从其最终行事看

，

他也真的没太把

上博专家的话放在心上

。

但是

，

让人不

解的是

，

既然已经认定专家的鉴定

“

卑

之无甚高论

”，

又有什么必要对专家后

来的公开质疑大发雷霆呢

？

按照常人

的阅历

，

还真是没什么必要

，

大可一笑

置之

。

但刘益谦显然与常人不同

，

他一

定认为这是一件天大的

、

了不得的大

事情

，

不好好掰扯掰扯清楚

，

并取得最

终的彻彻底底的胜利

，

很难想象他会

善罢甘休

。

他的这个视角

，

大约具有相

当的高度

，

估计一般人

、

圈儿外人真的

很难理解

，

但如果普通人也能转换一

下思维方式

，

悄悄爬到刘益谦的那个

角度上去看一看

，

估计与他马上就能

戚戚焉心有相通了

。

中国的文物收藏

、

投资

、

拍卖圈

儿

，

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圈子

。

说它

有意思

，

最杰出的代表就是

，

一件东西

摆在那儿

，

假的不能说

“

假

”，

要说

“

不

真

”；

你非要大喇喇地说

“

假

”，

大概轻

则会引起有关各方的嘲笑或呵斥

，

重

则就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承受各方

甩过来的板儿砖了

。

如果有谁很不幸

地买了

“

不真

”

的东西

，

当然也不能像

“

大头娃娃

”

们折腾

“

三鹿

”

那样找后

账

，

或者自认倒霉

，

教了一次学费

，

或

者再装傻充愣地把

“

不真

”

匀给别人

。

两种结果

，

大多有一个特征

，

就是

一般都会偃旗息鼓

、

悄悄地进村儿

，

像

王刚那样

，

满世界嚷嚷自己买了一屋

子

“

不真

”

的藏家

、

投资家还真少见

。

为

什么要偷偷儿地呢

？

前者是为了弥足

金贵的面子

，

后者是为了让

“

不真

”

最

终能继续传承有序下去

，“

好东西

”

可

不能砸一个人手里

。

这个圈子的有意

思之处就在于此

。

有时想想

，

被这个圈

子围在当间儿的一件件藏品

、

投资品

，

倒更像一种介质

，

有了它

，

游戏就能进

行下去

，

方方面面就都有饭吃

，

没了它

或者满世界都知道那是个实实在在的

假货后

，

游戏链条也就此中断

，

这就无

异于掀了大家伙儿的饭碗

。

因此

，

上博的专家这次冒冒失失

地冲出来喊

“

假

”，

注意

！

不是喊

“

不

真

”，

在圈子里的人看来

，

还真算得上

一个

“

炸雷

”，

这股

“

歪风邪气

”

不刹住

，

以后的游戏玩起来

，

或许就会越来越

没滋没味

。

此前

，

似乎有某博物馆的专

家曾经试探过喊

“

假

”，

不过

，

马上就被

飞来的

“

官司

”

打了回去

。

时隔多年

，

居

然还有博物馆的专家

“

剑走偏锋

”，

圈

儿内人不与之进行坚决的

“

斗争

”

怎么

得了

？

因此

，《

功甫帖

》

必须是真的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一家上市公司背负的价值

余胜良

在资本市场

，

经常可以看到一家

销售额数千亿的上市公司

，

和另一家

营业额几十亿元的上市公司市值相

当

，

甚至还不如后者

。

市值的基础是盈利

，

一般而言

，

净

利润高的公司市值会高一点儿

，

那是

因为

，

净利润增加

，

意味着股东们的财

富增值

，

或者可以分配的财富增多

。

净利润说了算

，

资本市场就是这

样

。

有的公司市盈率高

，

是股东认为该

公司具有高成长性

，

未来可以赚更多

钱

；

有的公司市盈率低

，

乃是由于未来

具有不确定性

，

让股东们疑虑

。

市值提供了很大便利

，

我们可以

将两个业务完全不同的上市公司进行

比较

，

如果拿产品

、

影响力这些指标来

衡量

，

根本就无法比出所以然

。

假设

A

公司营业额

10

亿元

，

净

利润

5

亿元

，

B

公司营业额

100

亿元

，

净利润

1

亿元

；

若市盈率相同

，

A

公司

市值是

B

公司的

5

倍

。

经常出现的情

况是

，

B

公司会因为盈利能力出色

，

而

更被追捧

，

市值会超过

A

公司

5

倍

。

两家公司的价值

，

真的有可能差

别这么大吗

？

比如

，

B

公司可能缴纳了

10

亿元

税收

，

可能雇佣了几倍于

A

公司的员

工

，

为员工支付数亿元工资

，

B

公司可

能采购数十亿元产品

，

围绕

B

公司的

上下游公司众多

，

而

A

公司和

B

公司

相比

，

在缴纳税收

、

雇员数量

、

社会效

益等众多方面大为逊色

。

假如

AB

两家公司同在一个城

市

，

当地多数人甚至可能没有听说过

A

公司

，

而对

B

公司充满亲切感

，

因

为他们

、

或者他们的亲戚就在该公司

就业

，

靠着与

B

公司交易而发财者不

在少数

，

当地政府也更器重

B

公司

，

因为他们的工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来源

于

B

公司

。

说白了

，

资本市场反应的一家公

司价值

，

是对股东的利益

，

而一家公司

身上往往综合了各方面的利益

。

除了

股东

，

最常见的利益方是普通员工

、

管

理层

、

政府

、

上下游企业

。

以上述

AB

公司为例

，

B

公司赢

得好名声的原因不一定仅仅是营业额

大

，

员工众多

，

上缴利税高

，

A

公司盈

利能力强

，

但是可能牺牲了员工或高

管的福利

，

而

B

公司

，

则可能是将赚

的钱

，

花在员工福利上

，

如果

B

公司

愿意节省人力成本

，

说不定比

A

公司

净利润更高

———

劳方和资方利益并不

一致

，

要不然西方国家也不会有那么

多工会组织

。

一家公司离不开上下游公司

，

但

他们的关系也十分微妙

，

一家公司有

时候会利用优势地位压榨上游客户利

益

。

维持一个良好生态链

，

让上下游都

赚到钱

，

对一家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

对政府而言

，

一家营业收入低

，

而净利润高的公司

，

意味着很难收到

税

，

这类公司一般都是高新企业

，

享

有税收优惠

。

很多软件

、

游戏企业就

是这样

，

他们外面风光

，

可是在政府

那里

，

并不如一家能缴税的传统企业

受待见

。

即使一个公司净利润为

0

，

也是

有价值的

，

他们可以雇佣员工

，

可以上

交利税

，

所以大规模的钢企即使经营

情况已不理想

，

也备受当地政府呵护

，

那是因为寄托在该公司身上的价值是

多元化的

。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

，

众多国字头

大公司

，

已没多少价值可寻

，

其实很多

中小公司

，

都是在和这些公司交易时

产生的净利润

，

这些新公司成长于旧

产业之上

，

这也是他们的价值

。

资本市场以市值反映一家公司价

值

，

窃以为这种方式简单得有些粗暴

。

不过

，

这依然还是最科学的一种方式

，

一家公司的净利润毕竟反映了该公司

经营能力

，

反映了公司健康程度

，

同时

也决定了资本流向

，

而资本流向是这

个社会基础的资源调配方式

。

本文想

提醒你的

，

只是在这种简单呈现背后

，

还有更加多元的评价方式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缘木求鱼】

中国的文物收藏、

投资、拍卖圈儿，真

是一个特别有意思

的圈子。

【念念有余】

资本市场以市值反

映一家公司价值，

窃以为这种方式简

单得有些粗暴。

商界大佬涉农热的冷思考

刘石

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

，“

土地

流转

”

是一个划时代的概念和里程碑

。

经过多年的顶层设计

、

投石问路和各

方博弈

，

市场终于嗅到了大规模跑马

圈地的讯息

。

这不啻为继改革开放三

十多年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商机

。

农业

投资

（

及其掩盖下的土地投机

）

便成为

比以往更为时髦的话题和热点

，

精明

的商家个个摩拳擦掌

，

跃跃欲试

。

与以

往不同

，

此次投资农业不再是躲避金

融海啸的临时避难所和权宜之计

，

而

有可能成为一场市场重新洗牌和彻底

改变人生命运的饕餮盛宴

。

以往更看重概念炒作的企业也终

于

Hold

不住了

，

赫赫有名的大佬们

也开始纷纷付诸实际行动

。 “

褚橙

”、

“

柳蓝莓

”、“

丁猪

”

和

“

马定制

”

等成为

新闻热点和网络热词

，

赚足了眼球

，

获

取了足够和免费的广告效应

。

中国的商家从来就精明过人

，

他

们要么通过行政准入或者资源垄断

的手段来控制某个行业

，

发财发得不

清不楚

；

要么利用精明的头脑抢先获

得商机

，

然后忽悠着后来不明就里的

接盘者和粉丝

，

以便全身而退

。

前者

是赤裸裸的掠夺

，

还自称家里的

“

长

子

”，

强行当了我们的

“

大哥

”；

后者是

精明的

“

撇油

”

者

，

混迹在我们中间

，

依然接受着我们的膜拜

。

我不屑前

者

，

却佩服后者

。

但是

，

我们也应该保持足够的清

醒和理智

。

如果我们做传统农业的被

他们忽悠得头脑发热而忘乎所以

，

并

被带到沟里就太不值得了

。

中国地域广阔

，

农业产业体量虽

大但产业分散

，

技术含量低

，

小农经济

形态制约了现代化和产业化的发展

，

因而造就了农资和农产品市场的如下

特点

：

大宗农产品生产必须

“

保障供

给

”，

不能纯简单按照市场规律办事

，

不能缺口供应

、

不能囤积居奇

———

因

为不但中储粮不希望被分羹

，

会严防

死守

，

发改委和政法委也不会答应

；

大宗商品由自身的特性所决定

，

无法获得

“

褚橙

”、“

柳蓝莓

”

等小众产

品的高溢价和品牌效应

，

更不能靠

“

姜

你军

”、“

蒜你狠

”

和

“

豆你玩

”

的炒家一

样投机发财

；

农业在开放环境中进行

，

受到地

域

、

土壤

、

气候

、

栽培措施

、

品种

、

种植

水平等诸多因素影响

，

很难做到标准

化生产和避免风险

，

这是做农业就需

要承受的担当

；

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和上网能力有

限

，

农业电子商务依然是

“

路漫漫其修

远兮

”

的炒作

，

我们仍将长期

“

上下而

求索

”；

农村地域广阔

，

农户分散

，

城市及

周边地区已蔚然成风的物流配送在农

村依然是困难重重

，

成本压力也难以

克服

；

农业生产过程技术复杂

，

不确定

因素多

，

售后服务的要求高

，

简单的上

网订购和物流配送无法满足农户和农

业生产的需求

。

中国的股市太缺乏正能量了

。

上

市企业只要谁一宣布

“

触农

”，

立刻会

成为网络和股市的故事

，

并获得投资

机构和股民的关注以至追捧

；

著名企

业一宣布与某地政府达成战略合作协

议

，

一般意味着会有政府资源的半卖

半送

。

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讲

，

实业是否

赚钱并不重要

，

土地资源等本身就有

无限的升值空间

。

发展农业靠的是符合经济规律和

体现社会公平的政策

。

它不是概念的

炒作

、

故事的讲述和未来的描画

。

一些

可怜的中小投资人和不明就里的企

业

，

如果贸然跟进

，

往往会中了庄家的

埋伏

，

几个回合下来往往会赔得一地

鸡毛

，

遍体鳞伤

。

安全

、

有机

、

可追溯是所有消费者

的梦想

，

但是需要有社会的共识和共

建

。

让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最低的广

大农民生产种类最丰富

、

品质最好

、

最

绿色安全的食品供我们享用

，

那是你

我的梦

。

中国农业的发展不能是无本之

木

。

重视和发展农业不应该再次成为

空头支票

。

它们应该是

:

停止工业对农

业

、

城市对农村的剥夺

；

停止对农民的

户籍

、

就业

、

医疗

、

退休等的歧视

；

停止

工业化对农业和农村污染

；

停止对投

资人和消费者的忽悠

。

没有了农业的健康发展

，

其他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空中阁楼

。

因为

覆巢之下

，

岂有完卵

。

没有了农业安全和环境安全

，

食

品的安全只能是梦想

，“

褚橙

”、“

柳蓝

莓

”、“

xx

庄园米

”

等只能够成为特权阶

层和有钱人的

“

特供

”。

（

作者系种业专家、职业经理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