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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说钱】

人民币贬值的游戏

是有底线的， 不能

无限制地玩。

【缘木求鱼】

在法律底线之上，

给予他人充分的包

容， 显然才是文明

社会的应有之义。

拿来主义和中国式企业管理

周家兵

在机场候机

，

顺便到周边书店转

转

，

经管类书籍充斥各种机场书店

。

每

个书店墙上挂个大电视

，

不停播放着

某个

“

老师

”

的培训视频

，

那高亢的声

音

，

西装革履的打扮

，

教育者的口吻

，

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

不可小觑那些管理视频的作用

。

且不去深究那些授课者的头衔真实如

否

，

作为经营者或职场中的管理者

，

更

关心那些内容的实用性

。

他们追求的

是

“

有没有用

”、“

好不好使

”。

套用一句

改革开放伊始的那句名言

“

无论白猫

黑猫

，

抓住老鼠才是好猫

”。

反过来看

，

现在一些高校的授课内容

，

几乎都是

系统的理论化居多

，

这对于有机会进

入高校深造的莘莘学子而言

，

那是幸

运

。

可对于

“

半路出家

”，

甚至没念过几

年书的老板们而言

，

手里掌控着或大

或小的企业

，

摆在面前的实际困难

，

总

得有个地方让他现学现用

，

立竿见影

，

便于尽快把手里的企业管理好

。

他们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高校补充

那些专业的

、

系统的管理理论知识

。

这

种机场管理视频

，

大多数都是

“

实践出

真知

”

总结出来的

，

刚好填补了这个空

缺

，

正是他们所迫切需要的

。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

市场需要

，

未

尝不可

。

问题是一部分老板看了培训

视频

，

甚至听了

“

老师

”

亲自主讲的课

程后

，

如法试验

，

不但没能将企业搞上

去

，

反而将企业搞得

“

踩不住刹车般下

滑

”，

有的甚至搞得企业

“

偃旗息鼓

”，

尤其是制造型实体企业

。

他们回过头

来痛骂这些培训机构害人不浅

，

授课

“

大师

”

胡说八道

。

作为企业管理咨询机构行内人

士

，

笔者提醒各位企业主和高管们

，

在

甄选这类培训机构课程时需要冷静和

理性

。

这些课程的适用性是有限的

，

在

某个行业

、

某个企业的某个发展阶段

适用

，

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

听课的

学员应结合自身企业实际情况

，

独立

思考

，

做出切实的判断

。

笔者有个做智能手机装配和电脑

周边设备的客户

，

花五

、

六万参加一个

三天两夜的培训课程

。

老师说销售高

手在高尔夫球场

，

那里都是高端人群

。

和他们在一起混成朋友了

，

一杆挥出

去

，

订单就回来了

。

听完课回来

，

朋友

急不可耐地叫秘书联系深圳一高端高

尔夫球会

，

办理入会手续

。

花去上百

万

，

认识了不少高端人士

，

身体比以前

健康了

，

球技也长进了不少

，

挥杆无

数

，

可是订单一张也没能回来

。

由于大

量时间花在球场上

，

企业内部的管理

问题没能及时处理

，

生产绩效降低

，

交

期成问题

，

品质下降客户投诉

，

连现有

的客户都陆续走了几个

。

原来五

、

六百

人的生产制造企业

，

现在减员至三百

来人

，

成本控制若稍有不慎

，

就会出现

亏损

。“

临界

”

的滋味让他深感压力

。

我

问他

，

你的客户们在高尔夫球场吗

？

一

语惊醒梦中人

。

可是

，

我的一个远方亲

戚

，

做平安保险业务

。

他最大的一张财

产保险单

，

就是在这个高尔夫球场

“

拿

下

”

的

。

他拿下这张订单的过程和那位

老师课堂上所言基本一致

。

中国目前的企业管理实践以及相

关理论

，

受欧美和日本管理模式影响

较大

。

书店里到处是欧美和日本管理

学者撰写的管理财经书籍

，

主要代表

人物德鲁克

、

大前研一等等

。

欧美的宽

松人性化管理

，

日本的严苛精细化管

理

，

各有优势

。

中国式管理还在逐步形成之中

，

目前更多地是在

“

国学

”

中找寻

，“

以史

为鉴

”

的痕迹明显

。

不过拿来的痕迹也

同样糅杂其中

，

鲁迅先生主张的

“

拿来

主义

”

,

“

拿是有选择地拿

，

为我所用地

拿

，

不亢不卑地拿

。 ”

一切好的东西都

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

中国在发展过程

中

，

外国好的东西

、

对中国的进步有益

的东西都应该吸收

，

这应该是拿来主

义的真实意思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拿

来主义也未尝不可

。

中国式管理

，

需要中国企业扎根

中国本土

，

在管理实践中

，

上下求索

，

兼容探索

，

相信会逐渐形成适合中国

企业的管理模式

。

到那时

，

中国的企业

管理思想和理论将像今天的欧美和日

本管理理论一样

，

影响的不仅仅是中

国企业

，

而更多的是全球性企业

。

（

作者系深圳东方华策公司总经理

）

再谈齐宣王式的恻隐之心

木木

对门邻居家养着一条小

“

比熊

”，

小女很喜欢

，

没事儿就跑过去跟它折

腾折腾

。

小狗儿很可爱

，

撒娇

、

耍赖

，

样样

精通

；

更了不得的是

，

还极聪明

，

只要

家里有人在

，

门口一有个风吹草动的

，

马上就很卖劲儿地吠叫起来

。

但是

，

如

果家里没人在

，

对不起

，

门口闹出再大

的动静儿

，

它也

“

不闻不问

”。

你看

，

这

小狗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多么地强

。

对于小

“

比熊

”，

我并无特别的感

觉

。

大约是那副

“

狗仗人势

”

的势利嘴

脸给我留下了不良心理阴影吧

，

尤其

是其一些很特别的生活习性

，

让我难

以接受

。

比如

，

所有的狗都免不了要经

常地舔舐自己的后窍

，

那大约是基于

清洁的需要吧

，

于狗而言并无不妥

，

但

刚刚舔舐完后窍的狗舌头

，

马上凑到

人脸上摩挲一番

，

即使神经再大条的

人

，

总应该会恶心一下

。

若有人嘲笑我患上了

“

精神洁癖

症

”

吧

，

也无所谓

。

其实

，

于中国人的文

化里

，

狗的形象似乎一直以来都颇为

不堪

，

在词典里翻翻

，

好像除了

“

狡兔

死

，

走狗烹

”

有那么一点儿略带悲凉的

中性色彩外

（

不过这倒也证明

，

古代中

国人是不怕吃狗肉的

），

其他的就几乎

都不怎么令人受用

。

而文化的影响力

及其传承力总是很惊人

，

今天

，

即使爱

狗已爱到疯狂层次的人士

，

面对别人

“

狗东西

”

的责骂

，

想必也不会欣喜若

狂地扑过去与之热拥一番的吧

。

不过

，

不喜欢狗

，

并不意味着有权

利把目力所及之狗都抓来煮了吃

，

同

样的道理

，

爱狗人士也不能看见别人

呼朋唤友

、

大快朵颐地吃狗肉

，

就马上

喊打喊杀地冲过去围剿

。

现代社会之

所以

“

现代

”、

之所以

“

文明

”，

就是一切

公民的行为显然都必须依从法律的规

矩

。

只要经营户没有违法

，

吃客没有违

规

，

就没有理由受到任何人的干扰

；

即

使违法违规了

，

爱狗人士

、

知情者也只

有举报权而没有执法权

。

如果我们还承认饮食习惯也是文

化范畴中的一员

，

那么

，

在评论

、

评判

一种饮食习惯的时候

，

就要格外小心

翼翼

，

不能随便就架上一副我优尔劣

的有色眼镜东张西望

，

更不能因了自

己的好恶对别人进行道德上的挞伐

。

在法律底线之上

，

给予他人充分的包

容

，

显然才是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

。

正

如大

S

有呼吁全世界都不吃狗肉的自

由

，

而其老公也有大卖特卖鱼翅捞饭

的权利

。

“

玉林狗肉节

”

的最新消息是

，

有

一众爱狗人士带着个和尚跑到市场里

超度狗们的亡灵去了

。

他们大约应该

是有这个自由的吧

。

不过

，

大爱最讲究

无疆

，

建议他们也去丹麦人宰杀海豚

、

鲸鱼的海湾和宰牲节的屠宰现场去超

度一下吧

。

否则

，

专爱于狗

、

不及其余

，

其他被屠戮的大小生灵们

，

估计就免

不了怨气重重

、

进而要沸反盈天了

。

行文至此

，

不由得又想起那个齐

宣王

，

两年多前

，

易中天先生在呼吁取

活熊胆汁的人们应该有些恻隐之心的

时候

，

曾经把这位老先生从故纸堆中

拎出来好好表扬了一番

。

对那头觳觫

不已的牛而言

，

齐宣王显然还是很有

恻隐之心的

，

不过

，

估计那头被替换上

来

、

宰了衅钟的羊

，

马上就会有些不同

的意见要发表

。

但齐宣王显然是管不

了那么多的

，

需要王关心的事物很多

，

王的爱心也有限

，

只要眼睛没看见

，

就

当它全然不存在

，

还真是不错的应对

之策

。

这大约也是滥情者总能心气相

通

、

惺惺相惜的原因吧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商兵布阵】

中国式管理还在逐

步形成之中，目前更

多地是在“国学” 中

找寻，以史为鉴的痕

迹明显。

央行和热钱的“猫鼠游戏”

刘晓博

央行近日公布了

5

月外汇占款情

况

，

具体数据为

：

外汇占款余额为

29.54

万亿元人民币

，

比

4

月份增加了

387

亿元

，

但增幅较

4

月大幅下降

67%

。

这组数据意味着什么

？

所谓外汇占款

，

是指央行为收购

外汇资产投放的人民币

。

人民币没有

自由兑换

，

中国引进的外资

，

以及外贸

企业通过出口货物获得的外币

，

都需

要换成人民币才能在国内流通

。

这

29.54

万亿人民币外汇占款

，

其实就是

历年来国家通过发行人民币

，

买下的

外汇储备

。

外汇占款

，

已经成为人民币

发行的主要方式

。

而美国等发达国家

，

由于货币自由兑换

，

因此没有外汇占

款一说

，

它们的货币发行主要通过

“

央

行购买国债

”

等方式进行

。

今年前

5

个月

，

中国的外汇占款

依次是

4373

亿元

（

人民币

，

下同

）、

1283

亿元

、

1892

亿元

、

1169

亿元 和

387

亿元

。

这些数字

，

同样可以理解为

央行新

“

印刷出来

”

的人民币的数量

。

一般预计

，

今年中国新增外汇占款

2

到

2.5

万亿左右

。

看起来央行

“

印刷的

人民币

”

增量不大

，

但这是基础货币

，

或者叫高能货币

，

它通过货币乘数

，

往

往会

4

倍

、

5

倍地放大实际的货币供

应量

（

M2

）。

5

月份外汇占款的

“

环比增幅

”

为

什么出现了暴跌

？

这是因为

2

、

3

、

4

三

个月人民币汇率出现了

3%

的贬值

，

将

2013

年全年的升值幅度

“

吃掉

”。

在这

种近年来少见的贬值压力下

，

外部热

钱流入减缓

，

已经流入的热钱出现外

逃迹象

。

因为这些钱是有成本的

，

他们

来中国是希望通过短炒获利

。

人民币

虽然升值大趋势不改

，

但他们耗不起

。

此外

，

我猜测普通居民持有外汇的意

愿也突然增强了

，

尤其是有孩子在国

外留学的家庭

，

肯定会考虑提前换汇

来锁定汇兑风险

。

有人用

5

月份

“

引进外资额

”，

加

上

“

贸易顺差

”，

然后减去

“

外汇占款

”，

得出结论

：

5

月份热钱流出的量大概

是

400

亿美元

。

这虽然只是个理论值

，

但仍然反映出人民币贬值带来的巨大

影响

。

可以想象

，

如果人民币贬值继续

持续下去

，

幅度超过

10%

，

很可能引爆

一系列风险

：

大家对人民币失去信心

，

争相抢购美元

，

楼市暴跌

，

资本外逃

，

金融危机来临

。

其实

，

热钱和央行之间的

“

猫鼠游

戏

”，

去年就玩过一轮

。

2013

年

6

月和

7

月

，

外汇占款余额分别出现了

412

亿

元人民币和

244

亿元的下跌

。

当时人

民币并没有贬值

，

为什么出现了这种

情况

？

是因为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

态势确定

，

新兴市场国家都出现了热

钱外逃的迹象

。

其中多个国家出现了

货币贬值

，

利率升高的现象

。

由于我们

有外汇管制

，

所以中国仅仅出现了人

民币升值放缓

，

但

“

热钱出逃

”

加剧了

国内资金紧张

，

成为

6

月钱荒的一大

诱因

。

所以

，

人民币贬值的游戏是有底

线的

，

不能无限制地玩

，

虽然这对于出

口企业是利好

。

但如果动摇了大家对

人民币资产的信心

，

麻烦就大了

。

事实

上

，

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在过去几年

中积累了明显的泡沫

，

从楼市到收藏

品市场都是这样

，

就连一些上市公司

的股价泡沫都没有挤干净

。

如果从

“

中

国制造

”

的竞争力和国内多数商品价

格观察

，

人民币汇率水平也存在高估

的泡沫

。

但人民币继续升值

，

也是一场代

价沉重的游戏

，

至少国内制造业很麻

烦

。

所以

，

未来央行的新玩法是

：

让人

民币波动幅度加大

，

时不时

“

上蹿下

跳

”

一下

，

显得很活跃

，

但中长期观察

其实波动幅度不大

，

显得很呆滞

。

过去

那种缓慢升值

，

让国际热钱不用动脑

筋就能猜出中短期走势

，

可以

“

躺着套

利赚钱

”

的时代结束了

。

在人民币发行机制不变的情况

下

，

如果外汇占款连续多个月份低于

1500

亿人民币

，

甚至不足

1000

亿

，

那

么市场的流动性可能出现问题

，

需要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

目前管理层已经

两次

“

定向降准

”，

如果未来几个月外

汇占款不能回升到适当水平

，

那么全

面降准就成为必然选择

。

（

作者系深圳商报编委

）

钱能摆平的事儿

王国华

《

儒林外史

》

中

，

周进在发迹前

，

可

以说遭尽了侮辱和歧视

。

这位六十多岁的老童生

，

他的学

生都考上秀才了

，

他自己却连考不中

。

在明朝

，

秀才被称为

“

朋友

”，

童生被称

为

“

小友

”；

成为秀才

，

哪怕只有十几

岁

，

也称为

“

老友

”，

若是童生

，

就到八

十岁也称为

“

小友

”。

周进应邀到乡村

教书

，

负责陪客的本镇年轻秀才梅玖

在让座时

，

强调自己是

“

老友

”，

花白胡

子的周进是

“

小友

”。

进餐中

，

周进说自

己吃素

，

梅玖又念出一段顺口溜

：“

呆

！

秀才

，

吃长斋

，

胡须满腮

，

经书不揭开

，

纸笔自己安排

，

明年不请我自来

！ ”

羞

得周进无地自容

。

后来遇到本乡的王

举人

，

聊起考取功名前的预兆

，

王举人

抢白周进说

，

梅玖中个秀才就梦到日

头

，

我这中举人的还不得梦见天塌下

来

？

聊天时王举人的仆人送上酒饭

，

鸡

鸭鱼肉摆了一桌

，

王举人也不让周进

，

自顾自吃起来

。

他吃完后周进才开始

吃自己的白饭和老菜叶

。

第二天

，

周进

还得打扫王举人扔了一地的鸡骨头和

瓜子壳

。

转机是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事

件

。

周进失业后被姐夫金有馀带到南

京做生意

。

大家在逛贡院的时候

，

周进

感念自己一生都没有进来考试

，

悲从

中来

，

一头撞在号板上

，

嚎啕大哭

。

众

人劝不住

。

金有馀向大家解释了原因

。

众老板一听

，“

监生也可以进场

。

周相

公既有才学

，

何不捐他一个监

？ ”

于是

四个人准备了二百两银子

，

由金有馀

上交藩库

，

讨出收据来

。

接下来就一路

顺风了

：

正值宗师来省录遗

，

周进录了

个贡监首卷

。

再考中举

，

再考中进士

，

荏苒三年

，

升了御史

，

钦点广东学道

。

一个窝囊了一辈子的童生

，

三五年就

成了广东主考官

，

往哪里说理去

？

更搞

的是

，

他在广东录取了范进

，

范进后来

到山东主考

，

训斥汶上县考生梅玖文

章荒谬

，

要按例责罚

，

梅玖自称是周进

的学生才得免罚

。

周进几十年来至少也考了十几

次

，

都没考中

，

二百两银子就帮他搞定

了

。

二百两银子自然不是小数

，

按他教

书时每年十二两银子的薪水

，

不吃不

喝够他干十八年了

。

但账不能这么算

。

现在都说房价高

，

按每个人月薪几千

几万元计算

，

也得不吃不喝多少年

，

但

你看看一线城市里的居民小区

，

都住

得满满的

，

房子永远供不应求

。

这说明

在买方市场情况下

，

只要愿意凑

，

无论

多少钱都是能凑出来的

。

在中国

，

花钱捐官捐功名的现象

早就存在

。

秦始皇时代

，

因蝗灾大疫

，

允许百姓纳粟千石

，

拜爵一级

。

此后几

乎历代都有花钱买官当的案例

，

政府

公开卖官鬻爵亦不鲜见

。

清雍正年间

发现弊端重重

，

发文不许卖道

、

府

、

同

知等职位

，

但通判

、

知州

、

知县及州同

知

、

县丞等

，

可以酌议准捐

。

至于买功

名

，

与买官同类

。

其实买官就是买功

名

，

买功名就是买官

，

二者的目的殊途

同归

。

监生本指在国子监

（

国家最高学

府

）

肄业的生徒

，

这些人可以参加乡试

和院试

。

明清两代

，

监生的来源大致有

这么几类

：

参加京师会试落选举人

，

复

由翰林院择优送入国子监学习者

，

此

为举监

；

各府州县一级选送人才入监

，

此为贡监

；

三品官以上子弟或勋戚子

弟入监读书

，

此为荫监

；

由皇帝特许给

予国子监生资格

，

此为恩监

；

因监生缺

额或因国家有事

，

财用不足

，

平民纳粟

于官府后

，

特许其子弟入监学习者

，

此

为例监

。

前几项可遇不可求

，

尤其是第

一种

，

必须凭真才实学才行

，

但最后一

项开了一个大口子

，

有钱就能办到

。

民间有句俗语

：

只要钱能摆平的

事儿

，

都不算事儿

。

古代的人真傻

，

那

么多考生

，

千军万马挤科举独木桥

，

怎

么不像周进一样选个捐纳捷径呢

？

交

钱进取

，

这是多么正大光明的事儿啊

。

周进屡考不中

，

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吗

？

现在看来

，

大家都很穷

，

没钱是一个原

因

，

另一个原因是

，

花钱买功名终究还

不是主流价值观

，

甚至隐约对此有些

瞧不起

。

捐纳是卖方市场

，

民众并无抢

购的强烈意愿

。

周进也是逼得没辙儿

了

，

才走此捷径

。

拿到今天来说

，

若有

此政策

，

估计早就没人考了

，

纷纷捐

纳

，

拼才学直接成了拼财力

。

（

作者系深圳作家

）

【儒林经济】

中国几乎历朝历代

都有花钱买官当的

案例， 政府公开卖

官鬻爵亦不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