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

Column

专栏

主编：何敬东 编辑：孙勇 2014 年 5 月 28 日 星期三

Tel

：(0755)83501681

【说法不武】

刑法第 241 条豁免

买家刑事责任的

规定明显有失制度

公平， 有立法不公

之嫌。

【江湖论道】

只有饥饿感才能激

发奋斗的激情，今

天的饥饿感终会变

成明天的成就。

勿让年轻人缺少饥饿感

陈道林

最近时常在媒体上看到

“

史上最

难毕业季

”

标题

，

心里有一种不吐不快

的感觉

。

这标题用了好多年了

，

年年在

用

，

似乎大学生就业

“

没有最难

，

只有

更难

”。

尤其是今年大学毕业生达到史

无前例的

727

万人

，

媒体更有充足的

理由号称

“

史上最难毕业季

”。

可是现实的感受与媒体的渲染似

乎大相径庭

。

不久前到一所省属高校

参加招聘会的时候

，

笔者亲眼目睹了

颇为尴尬的一幕

：

招聘会开场之后

，

前

来应聘的学生寥寥无几

。

现场巡视的

学校校长

，

非常恼火地要求各院系立

马派辅导员去毕业生寝室找人

。

堪称就业主角的大学毕业生

，

为

何宁愿在寝室里睡觉也懒得来参加校

园招聘会

？

是嫌学校引进的招聘单位

不够档次

，

耽误时间

，

还是缺少就业压

力对找不找得工作无所谓

？

恍然之间

，

笔者想起十多年前找

工作的场景

，

蜂拥而来的大学生活生

生挤垮体育场的铁栅门

，

各自脚步匆

匆地奔向招聘单位

，

生怕漏掉了就业

的好机会

。

这样的场面可能再也不会出现

了

。

那个时候

，

没有网络

，

没有这么多

的就业中介

，

一次现场招聘会就能吸

引成千上万的大学生

。

现在在招聘网

站上

，

学生点几下鼠标

，

就能向十几

、

甚至几十家用人单位发出求职信息

，

各大招聘网站举办的现场招聘会更是

多如牛毛

，

几乎天天都在举办

，

哪像当

年那么稀有

。

在海量的用人信息

（

相当多都是

重复的

）

面前

，

找工作的大学生会产

生一种错觉

，

觉得是岗位在求人

，

而

不是找不到岗位

。

于是他们变得挑剔

起来

，

变得漫不经心起来

，

有时候我

们的

HR

打电话给求职者

，

他会问你

是哪一家公司

，

投的电子简历太多

了

，

他确实搞不清楚

。

然后他会问你

待遇怎么样

，

休息时间是如何安排的

等等各种问题

。

等你解答完这些问

题

，

约定了面试的时候

，

却盼不来星

星

，

盼不来月亮

，

通知的一打人甚至

一个都没来

。

这就是

“

史上最难毕业季

”

的真实

求职情景

。

尽管高校就业率年年在创

新低

，

尽管社会在关注

，

学校在想办

法

，

用人单位在着急

，

可是相当一部分

求职的毕业生似乎不急

，

颇有一点皇

帝不急太监急的味道

。

笔者和几位毕业生谈过心

，

他们

比较接近的想法要找就找好工作

、

体

面的工作

，

如果找不到就考研

，

或者先

玩一段时间

，

出去旅游散散心

，

反正家

里也不指望他挣钱

。

我意识到这才是问题症结所在

。

现在的

90

后父辈大都是

60

后

，

他们

正值壮年

，

无论城乡

，

家庭条件普遍好

于

50

后

，

加上孩子也就一二个

，

负担

不重

，

自己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让孩子

少吃点苦

，“

大不了再养一二年

”。

有了

这样的退路

，

不少

90

后对待工作也就

不那么上心和渴求了

，

他们没有我们

当年对待工作饿虎扑食的饥饿感

。

政府在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上没

少下功夫

，

出政策

、

发补贴

、

鼓励创业

，

各家的父母拼爹的故事也是层出不

穷

，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别把他们喂

得太饱

！

世界上许多科学家证明

，

人类要

像野生动物一样

，

适当的饥饿更有益

于自身的健康

。

在人生的成长道路上

同样如此

，

只有饥饿感才能激发奋斗

的激情

，

今天的饥饿感终会变成明天

的成就

。

（

作者系快乐学堂创始人

）

“金融压制” 阻碍经济转型升级

肖国元

近年来

，

随着经济增速下滑

，

有关

货币政策的争论高潮迭起

。

分歧主要

表现为两种不同看法

：

一方认为

，

为了

扭转经济增速下滑局面

，

央行应该降

低准备金率

，

实施比较积极与较为宽

松的货币政策

；

而另一方则认为

，

不能

降低准备金率

，

但可以在甄别经济运

行态势的前提下

，

针对性地对某些行

业

、

产业实施定向宽松政策

，

比如已经

降低了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准备

金率

，

未来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增加

铁路

、

城市基建

、

保障房以及环保产业

的信贷规模

。

上述分歧中

，

论者都偏向于总量

概念

，

没有看到总量背后的结构性问

题以及根本原因

。

因此

，

在讨论货币政

策时

，

他们惯于将制度层面的问题看

成技术层面的问题

。

如何评价当下包括货币供给在内

的金融形势

？

宏观上

，

可以归纳出以下

四点

：

1

、

整体上

，

我国的货币是超发

的

，

是能够满足经济需要的

，

不存在因

总量不足而妨碍经济活动正常开展的

情形

；

2

、

从信贷投放结构与需求满足

度来看

，

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同

时存在

；

3

、

银行表外业务异军突起

，

生

意兴隆

；

理财产品

、

信托规模

、

影子银

行急剧增大

；

4

、

中小微企业贷款难

，

贷

款贵

，

交易成本大

。

这不仅体现为贷款

利率高

，

还表现在企业面临资格审查

、

信用担保等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上

。

很明显

，

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仅从总

量上做文章是无济于事的

。

我国金融

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技术层面的问

题

，

而是制度性问题

。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

市场力量的

释放使得中国经济总量已经雄踞世界

第二

。

不过

，

在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过

程中

，

我们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矛盾

与艰难

，

以致经济转型升级进展缓慢

。

这就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国民经

济的真实写照

：

经济增速下降

、

经济活

力不足以及结构转型举步维艰

。

我们

正处在全面转型的紧要关头

。

若转型

成功

，

前面就是艳阳天

；

否则

，

就会滑

入

“

中等收入陷阱

”

而难以自拔

。

与此同时

，

我国金融业的转型也

处在落伍状态

，

难以满足经济转型的

需要

。

必须承认

，

最近

10

年来

，

以银行

为主的金融体系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

银行股份化改造不仅塑造了新的经营

机制

，

也壮大了金融力量

；

国有银行上

市改变了过去金融业长期存在的封闭

保守状态

，

走上了

“

贴近市场

、

服务市

场

”

的新征程

。

但是

，

毋庸置疑

，

银行业

仍然处在严厉的管制状态

，

金融业的

生长

、

现有业务的拓展

、

尤其是金融创

新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行政上的清

规戒律与业务上的条条框框

，

使得银

行活力不足

，

创新不足

，

不能自如地满

足经济发展的新需求

。

上述情形实质上就是

“

金融压制

”

的结果

。

早在

1973

年

，

美国经济学家

罗纳德

·

麦金农与爱德华

·

肖针对发展

中国家金融业普遍存在的现象

，

提出

了自己的理论解析

。

他们认为

，

发展中

国家市场体制发育不充分

，

行政管制

过多

，

阻碍了金融业的有效发展

。

特别

是与较高的准备金率要求以及对金融

业新建企业的限制政策结合在一起

时

，

它们就会阻碍金融深化并进而阻

碍经济发展

。

这表明这些国家处在金

融压制状态

。

他们进而认为

，

最极端的

金融压制的例子一直发生在社会主义

经济中

。

消除

“

金融压制

”

的出路在于

金融自由化改革

，

即放松管制

，

激励金

融业规模扩大与业务创新以满足种类

不同的市场需求

，

从而达致金融深化

的局面

。

2008

年以来的中国经济转型

，

实质

上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转

型

，

包括产业结构

、

产品结构调整与技

术升级等

；

一是经济制度转型

，

包括所

有制结构优化

、

经济机制转型等

。

从近

年的实践来看

，

技术性转型谈得多

，

做

得多

，

但制度机制转型则谈得少

，

做得

更少

。

因此

，

就金融改革而言

，

未来的重

点应该放在制度转型上

，

从政策上解决

金融业的身份平等与公平竞争问题

，

为

所有企业提供公平有效的金融服务

。

只

有这样才能消除货币市场的

“

肠梗阻

”

现象

，

提升整体经济效率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元来如此】

消除 “金融压制”

的出路， 在于金融

自由化改革， 即放

松管制， 激励金融

业规模扩大与业务

创新。

【庄周梦蝶】

当代中国处在一个

价值观混乱的转型

期， 成功者因为缺

乏信仰， 往往陷入

“不 问 苍 生 问 鬼

神” 的尴尬处境。

打拐“买卖同罪” 应当尽快入法

刘武俊

父亲寻找被拐儿子

14

年

，

发现其

离家仅

7

公里

。“

为什么

？

因为他被

‘

合

法化

’

了

。 ”

买家是怎么将他

“

合法化

”

的

？

被拐孩子的父亲李钟祥了解到

，

买

家从深圳惠东县白花镇计生办办理了

生育证明

，

而惠东县白花镇卫生院也

为孩子的上户出具了生育证明

。

他决

定起诉这些开具虚假证明的相关部

门

。

在

5

月

26

日国际失踪儿童日这

天

，

李钟祥在

“

寻子之家

”

60

多名失子

家长和志愿者的支持陪同下

，

向当地

的司法部门递交了自己的诉状

。“

寻子

之家

”

的创始人之一

、

一名寻子打拐的

家长雷武泽

，

认为法律的

“

空白

”

是打

拐难的重要原因

，

应该修改相关法律

对买家

“

定罪

”，

实现

“

买卖同罪

”，

这样

才能有效遏制儿童拐卖

。

现实中

，

买家往往可以逃避法律

的追究

。 《

刑法

》

第

241

条规定

：“

收买

被拐卖的妇女

、

儿童

，

按照被买妇女意

愿

，

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

，

对被买

儿童没有虐待行为

，

不阻碍对其进行

解救的

，

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 ”

正是

这一法律规定为买家撑开了保护伞

，

也是拐卖妇女儿童的买方市场旺盛的

重要诱因

。

非法收买妇女儿童行为应当入

刑

，

应当坚决予以刑事制裁

。

建议立法

部门尽快修改刑法第

241

条的规定

，

确立买家的法律责任

，

依法追究买主

的刑事责任

。

现行刑法对买方刑事责

任认定的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

，

法定

刑过轻

、

从宽情节过多且实际立案少

刑事处罚更少

，

建议尽快通过司法解

释乃至修改刑法补齐法律的短板

，

强

化对买方刑事责任的追究

，

为铲除买

方市场

，

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提供

有力的法律武器

。

庞大的

、

需求旺盛的买方市场

，

是

导致拐卖犯罪屡打不绝并且不断发展

蔓延的根本原因

。

买主的法律风险偏

低

，

更是助长了拐卖犯罪的气焰

。

实践

中

，

收买人被刑事问责的极其罕见

。

买

方市场不斩断

，

卖方市场就难以杜绝

；

拐卖屡禁不绝在于买方市场的存在

，

这种存在使拐卖永远存在利益市场

，

打拐虽然越打越严

，

却难见其效

。

买方

市场之所以持续存在

，

又在于长期以

来只打拐卖一方不打收买一方

，

导致

买方市场没有受到动摇

。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是构成犯

罪的

，

遗憾的是国内相关的法律执行

不力

，

而这种执行的尴尬主要源于法

律自身缺陷

。

国外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

通常

都是将拐卖和收买行为同等对待的

。

明知拐卖却购买

，

实际上就是共犯

，

一

个有罪一个免责

，

从法理上说不通

。

有

刑法专家曾声称拐卖和收买一个是重

罪一个是轻罪不能等量齐观

，

诚然二

者犯罪轻重有别

，

但即使是轻罪也是

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

，

而不能免

于甚至不予刑事处罚

。

只有补齐打拐的法律短板

，

彻底

铲除

“

买方市场

”，

才能从源头上遏制

拐卖妇女

、

儿童犯罪

。

建议有关立法

部门尽快修改刑法第

241

条之规定

，

或者司法机关出台司法解释

，

明确收

买行为应负的刑事法律责任

，

加大对

买主明知妇女儿童是被盗抢拐卖等

情形的刑罚力度

。

买方只要是收买了

就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

，

如果有虐待

行为的或者是阻挠解救的

，

则应从重

处罚

。

另外

，

对被解救儿童

，

原则上一

律不得由买主继续抚养

，

真正让买主

“

人财两空

”。

无论是从法理还是实践讲

，

刑法

第

241

条豁免买家刑事责任的规定都

明显有失制度公平

，

有立法不公之嫌

。

立法是配置社会公平正义的第一道防

线

，

立法不公势必直接影响社会公平

正义

，

我们既要反对司法不公维护司

法公正

，

也应坚决抵制立法不公维护

立法公平

。

有失立法公平的刑法第

241

条应

该尽快修改

，“

买卖同罪

”

应该入法

，

买

家必须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

打拐重在打买

。

醉驾一入刑

，

曾经

屡禁不止的酒驾行为得到明显遏制

。

相信非法收买行为一入刑

，

买方市场

将有望彻底铲除

。

（

作者系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

总编

）

得志少年和他们的人生枷锁

周凯莉

对于光怪陆离的人生来说

，

这个

故事并不能称得上是一个传奇

。

很多

年前

，

我在大学认识了一个小朋友

，

他

青涩

、

腼腆

，

热爱钻研一切新鲜的事

物

。

若干年后

，

他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

巨大的成功

，

在

30

岁前身家过亿

，

却

疲惫

、

倦怠

，

还带着一个过劳肥而成的

啤酒肚

。

显然

，

对于这一个世俗眼里的巨

大成功来说

，

他还是一个孩子

，

无力去

承担随着财富到来的诱惑

、

欺骗和空

虚

，

以及绝望

，

和面对一直在继续的高

处不胜寒的人生

。

这也是很多少年得

志的成功者所面临的精神困境

。

即便

是前几年在媒体上风靡一时的明星企

业家张朝阳

，

也号称苦受抑郁症纠缠

，

整整

“

闭关两年

”。

在闭关期间

，

他曾经

赴美国与世界顶级心理学家交流

，

发

现抑郁来自自视太高

，

而对工作成就

又看得过重

。

张朝阳承认

，“

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内心不想说的

，

成功之后出

名而且被媒体追捧

，

导致对自我成功

的管理出现了问题

”。

这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

，

如果用

经济学效应来解释的话

，

大概是因为

这些年少的企业家缺少了一段被

“

蘑

菇管理

”

的阶段

，

即初入职场者往往被

置于阴暗的角落

，

做不受重视的工作

，

承受无端的批评

、

指责

，

甚至代人受

过

，

得不到必要的提携以及帮助

。

很多

大器晚成的成功人士都有过这样的经

历

，

比如生活在王石阴影下数十年之

久的郁亮同志以及其他

。

我并非否认

得志少年们所经历的普通人不曾经历

的艰难努力

，

但一开始就因为杰出的

能力或者良好的机遇成为团队的创始

人

，

往往拥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梦想

，

又

因为身处关系相对简单

、

造富相对干

净的互联网业

，

他们简单的人生历练

无法负担巨大的财富带来的迷惘

，

以

及掌控未来人生的无力感

。

我和一个投资人聊过天

，

他非常

坦率地承认

，

在完成第一笔巨大的原

始积累后

，

他忽然意识到

，

世界上没有

什么他做不到的事情

，

豪宅

、

游艇唾手

可得

，

连之前电影里多看一眼都觉得

意乱神迷的女明星

，

只要付出财富里

的一个零头

，

便能随时出现在高级酒

店的总统套房里

。

曾经恭谨的他甚至

差一点迷失在酒精

、

骰子和大麻里

。

一

切只是因为空虚

。

就像

《

华尔街之狼

》

里的男主角贝

尔福特

，

在他的权力最高峰

，

来自伦敦

萨维尔街的高级定制西服的裁缝们

，

和昂贵的游艇

、

妖艳的第二任妻子

，

以

及无止境的纵欲

，

就是他的人生标识

。

他站在财富的顶峰

，

注视芸芸众生

，

像

吞噬了巨物却依然时刻处于饥饿状态

的鳄鱼

，

志得意满却流露出幻灭绝望

的眼神

。

不得不承认

，

当代中国就像一块

奇怪的石头

，

处在一个价值观混乱的

漫长转型期

，

更多的世俗成功者因为

缺乏信仰

，

往往陷入到

“

不问苍生问鬼

神

”

的尴尬处境

。

他们需要某种意义上

的精神支撑

，

支撑他们继续像打了鸡

血一样经营自己的商业帝国或者艰险

政途

，

支撑他们永远对金钱

、

权力

、

美

色等欲望保持像正常人一样的渴念

。

此时

，

曹永正

、

王林

、

李一和各类所谓

上师

，

就有了生存的空间

。

人生就像跑步一样

，

就是单调乏

味的动作重复

，

跑步会遇到美丽的风

景

，

会遇到体力上的衰竭

，

也会遇到精

神上的迷惘或者无助

，

人生又何尝不

是

，

每一个成功者光鲜的背后都是如

人饮水的自知

。

法学家吴经雄曾在

《

跨

越东西方

》

里写道

，

人生的方向既不是

向东

，

也不是朝西

，

而是指向内心

。

历

练内心

，

破除人生的枷锁

，

是让自己变

得更强大的内心修行

。

我很喜欢毛姆在

《

人生的枷锁

》

里

评论主人公所说的一段话

：

他的全部

生活曾经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创造的

规则后面

，

那是他们用书本和语言灌

输给他的思想

，

而绝非是他心里的愿

望

。

过去左右着他生活道路的那些事

情

，

是他认为应该去做的

，

而不是全心

全意想去做的

。

如今

，

他不耐烦地把这

一切都抛弃了

，

也许这是一种幸福的

自认失败

，

但是

，

这种失败比许多次胜

利都要重要

。

（

作者为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