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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酒闲谈】

内地投资者以及香

港投资者， 都必须

清晰了解两地市场

的差异。

【口舌之勇】

“‘今日头条’ 涉嫌

侵权事件” 就像一

面镜子， 照出口头

上热爱知识产权的

很多“叶公” 来。

足球的魅力是圆的

木木

全世界的真球迷

、

伪球迷沉醉其

中的世界杯

，

激战正酣

。

前几天

，

某球迷在微信朋友圈里

很坦诚

、

也很得意地畅谈了一下自己

的感受

：

这几天晚上

，

舒适地靠在沙发

上

，

啃着鸡爪子

，

喝着冰镇啤酒

，

电视

里二十多个千万级别的富豪

，

汗流浃

背

，

奔跑拼抢

，

累得跟那啥似的

，

踢球

给我看

———

我觉得很幸福

、

很满足

。

在财经圈儿里

“

讨生活

”

的球迷

，

审视问题的角度

、

品味足球魅力的出

发点

，

还真是与其他的球迷不太一样

，

即使看球儿的时候

，

也忘不了惦记着

财富的细节

。

不同的人

，

眼里的足球

，

品味到

的魅力

，

就应该很不一样

：

纯真者看

到的是快乐

，

性情中人看到的是快意

人生

；

羸弱者看到的是崛起

，

强悍者

看到的是控制

；

贫穷者看到的是财富

和成功

，

资本看到的是利润和价值

……

似乎任谁都能从足球那里得到

或多或少的慰藉

，

足球的魅力

，

确实

圆得很

。

这大约就是足球能使全世界

为之颠倒的根源吧

。

各人眼里的足球虽然大有不同

，

但醉心享受的时候

，

也不能忘了理性

和逻辑

。

就拿那位

“

很满足

”

的财经球

迷来说吧

，

在其

“

很幸福

”

的感受中

，

却

暗藏着逻辑认知的

“

迷失

”。

纵观世界

足球近百年的历史

，

似乎没有哪个世

界级的球员是出身富豪之家的

———

富

豪子弟

，

大约是不屑于跟个小小的足

球儿过不去的

；

最终能够跻身富豪之

列的足球运动员

，

除了机遇和运气外

，

更多地是通过汗流浃背地奔跑拼抢

，

一脚一脚地踢出来的

。

这应该是一个

不能颠倒的因果顺序

。

正是因为球员能够很敬业地去拼

抢

，

全世界的球迷们也才肯花时间

、

花

金钱沉浸其中

、

享受其中

，

注意力最终

也就形成了

“

价值

”，

球员中的佼佼者

也才有机会成为百万富翁

、

千万富翁

甚至亿万富翁

。

如果有哪个

“

富豪

”

懒

得

“

汗流浃背

”

了

，

球迷们一定会马上

不

“

幸福

”、

不

“

满足

”

起来

，

估计就要用

脚投一下票

，

而且

，

恐怕资本翻脸的速

度会更快

。

从这个角度看

，

足球的世

界

，

也不乏

“

残酷

”

的一面

。

因果关系

，

大约是这个世界最重

要的一对儿关系了

。

不过

，

这个世界上

能人很多

，

总有人或无意

、

或有心地时

不时搞一搞颠倒的游戏

。

比如

，

那个让

人牵肠挂肚

、

勾心挠肺的中国足球

，

球

员们球儿踢得不怎么样

，

收入却早早

儿地就与世界看齐了

。

既然糊弄着也

能成为富翁

，

原本就不是真热爱

，

谁还

会傻呵呵地费力去拼去抢呢

。

可怜的

是那些中国球迷

，

冒严寒

、

斗酷暑

，

抛

家舍业地摇旗呐喊

，

真是所为何来啊

？

但话又说回来

，

或许正是中国球迷的

这种

“

自轻自贱

”

之因

，

惯出了中国足

球似乎永远扶不起来之果

。

挺奇妙

。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

分清

因果显然很重要

，

分不清或者故意颠

倒因果关系

，

大约终究会导致不怎么

美妙的结果

。

足球如此

，

别的什么

，

估

计也不会差到哪儿去

。

A

股市场又开

始发新股了

。

这似乎应该是一件好事

，

毕竟

，

都说股票市场是合理配置资源

的好所在

。

但这个市场更讲究因果关

系

，

市场的参与各方

，

合力种下什么

“

因

”，

就一定会得到什么

“

果

”。

这个逻

辑关系

，

大约是用不着再反复验证去

了

。

如果市场参与各方都老老实实地

按照应有的规矩来

，

应该会得到皆大

欢喜的结果

。

但本人从来不乐观

，

这也是很有

原因的

。

正如足球

，

圆圆的

，

虽然从各

个角度看过去似乎都一样

，

但转动起

来

，

其魅力

，

在每个人眼里

，

就一定有

别样的色彩

。

眼里看到的不同

，

动起心

思来

，

就一定有不同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保护知识产权与叶公好龙

孙勇

在中国文化圈

，

保护知识产权是

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

。

就我个人的经

验看

，

每当圈内人谈到它

，

痛心疾首者

有之

，

慷慨激昂者有之

，

高屋建瓴者有

之

，

凡是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的

，

大多

有过被侵权的

“

伤痛史

”。

不过

，

你若要

问有谁因自己的文章被无偿使用而主

动去维权

，

就没人吭声了

。

由此看来

，

在保护知识产权这个问题上

，

大家都

是语言上的巨人

、

行动上的矮子

。

我这么说并非贬损他人

，

因为我

本人也强不到哪里去

。

记得有一次

，

我

在

《

证券时报

》

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股市

的文章

，

几天后

，

该文被深圳一家财经

报纸转载

，

我得知后

，

就打电话去问转

载方是否给我支付稿酬

。

接电话的一

位女士回答

：

本报转载其他媒体的文

章已多年

，

从未向作者支付转载稿酬

，

你是第一个向本报打电话要稿费的

！

似乎道理在她而不在我

。

经过一番口

舌

，

那位女士总算说了几句中听的话

向我表示歉意

，

事情就这样搪塞过去

了

。

现在回想起来

，

备感惭愧

。

当然

，

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敢于

行动的文化人也是有的

。

比如

2004

年

，

独立撰稿人陈大超就作为原告起

诉新浪网

，

称自己有

43

篇文章被新浪

网无偿转载

，

要求被告新浪网支付作

品使用费

，

并在媒体上公开向原告赔

礼道歉

，

同时支付误工费和精神损失

费

。

经过

3

个多月的诉讼拉锯战后

，

陈

大超与新浪网达成和解

，

新浪网停止

使用原告陈大超的

43

篇涉案作品

，

向

陈大超赔偿经济损失

2679

元

，

并公开

向陈大超致歉

。

对于原告陈大超而言

，

这是一个所得远远小于付出的惨淡的

胜利

；

对于被告新浪网而言

，

此案的损

失也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

在知识产权

大面积沦陷

、

法不责众的大环境中

，

陈

大超就像与风车作战的孤独的唐

·

吉诃

德

。

陈大超诉新浪网案终结至今已有

10

年

，

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情况并未

得到根本的改善

。

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

“‘

今日头

条

’

涉嫌侵权事件

”，

正是在知识产权

长期卧病在床的环境中诞生

。

只不过

，

这一次侵权事件打出了

“

新媒体

”、“

大

数据

”、“

互联网思维

”

等时尚而漂亮的

新旗号

。

乌龟换个马甲

，

还是乌龟

；

侵犯知

识产权哪怕换了个幌子

，

也终究是侵

权

。

号称

“

我们不生产新闻

，

我们是新

闻的搬运工

”

的

“

今日头条

”

网

，

不花费

一分钱且未事先征求同意的情况下

，

就

“

霸占

”

了众多新闻媒体的优秀新闻

作品

，

其侵权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

你见

过哪个搬运工

，

能肆无忌惮地进入别

人的房间

，

不花钱

，

不商量

，

就随心所

欲地搬走自己看中的物件

？

即便拿网

络的

“

避风港原则

”

来说事

，

也不能洗

脱

“

今日头条

”

侵权的嫌疑

。

“

今日头条

”

内容侵权已有多时

，

但它因此被批评

，

却是最近一个月的

事情

。

应该承认

，“

今日头条

”

从创投机

构融资

1

亿美元的新闻

，

在一定程度

上形成刺激效应

，

导致被侵权的媒体

趁机向

“

今日头条

”

叫板

。

即便如此

，

“

今日头条

”

的辩护方以

“

遭嫉妒

”

为由

嘲讽叫板方

，

也是站不住脚的

。

倒是叫

板方应该多反省自己为何不尽早展开

维权行动

，

以至于让潜在竞争对手以

违法的低成本方式做大

。 “

今日头条

”

的辩护方还说

，

若以保护知识产权为

名对

“

今日头条

”

进行严打

，

将压制传

媒业的创新

，

持这种观点的甚至包括

一些著名学者

。

我想

，

这些著名学者如

果不是拿了红包

，

就是忘了一个基本

常识

：

在现代社会

，

任何创新都必须遵

循程序正义

，

而程序正义的底线

，

就是

法律

。

如果创新变成

“

尚方宝剑

”

横行

无忌

，

最终受害的不仅是创新者的革

命对象

，

也包括创新者本人

———

这样

的历史教训多得是

。

小时候

，

读

“

叶公好龙

”

的故事

，

虽

领会不深

，

但对于叶公的形象还是挺

瞧不起

；

成人后

，

才发现身边

“

好龙

”

的

“

叶公

”

比比皆是

，

包括我自己

。“‘

今日

头条

’

涉嫌侵权事件

”

就像一面镜子

，

照出口头上热爱知识产权的很多

“

叶

公

”

来

。

面对镜子

，

我们能在红脸的同

时

，

对自己喊一声

“

向陈大超学习

”

并

付诸行动吗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缘木求鱼】

如果市场参与各方

都老老实实地按照

应有的规矩来，应该

会得到皆大欢喜的

结果。

走出沪港通的思维误区

温天纳

以往

，

香港投资者一直缺乏直接

投资

A

股的渠道

，

A

股历史上的几次

大牛市中

，

借内地亲友名义开户的香

港投资者就会蜂拥增加

，

不过

，

这也产

生了许多利益分配上的问题

，

甚至曾

经引起在内地法院诉讼的情况

，

结果

钱赚不了

，

连亲戚或朋友也反目了

。

香港投资者可凭回乡证在深圳的

基金公司开户

，

投资于

A

股的开放式

基金

，

不过

，

这也只是以间接方式投资

于

A

股市场

。

对于香港投资者而言

，

它极为不便

。

如追加资金

、

获利提取

、

发生交易风险问题时

，

必须亲自回内

地处理

。

而沪股通的出台

，

所有投资者

的交易流程也将在香港进行

。

不过

，

方

便之门打开后

，

资金会否蜂拥而至

，

A

股会否绝处逢生

？

国际权重指数会否

纳入

A

股在其中

？

这对内地不少被套

牢的

A

股投资者而言

，

目前依然处于

憧憬的阶段

。

日后

，

居港的他国投资者也可透

过沪股通的机制进行

A

股投资

，

不

过

，

个别国家的投资者可能因其国内

法规而受到限制

。

举个例子

，

如美国

，

它对国民的证券投资规管极严

，

香港

的金融机构对美籍投资者开户及买卖

都设有特定的要求

。

同时

，

不少企业在

香港发行新股上市时

，

都会列明

，

国际

配售部分的资料会否在美国证监会注

册

。

若无

，

即使有美籍投资者对

A

股

产品大表兴趣

，

券商的双手也是被绑

着的

。

面对这种投资者

，

券商只可观

之

，

不可碰之

。

跨境资金流

，

难免触及不当交易

行为

，

如内幕交易及非法做市套利等

。

香港的监管及执法机构曾处理过不少

案例

，

发现不少市场庄家均在内地非

法采用大量关联人士的交易户口

，

集

体操控在香港市场上市交易的若干证

券

，

而股价的异常波动也表明非法行

为潜伏其中

。

也有内地企业见到自身在港上市

的证券价格低残

，

不甘寂寞

，

自我操盘

或连同市场庄家或券商进行托市操

作

。

少数运气好的人

，

或可短暂避过监

管机构的调查

，

但是

，

绝大部分的涉嫌

违规的案例会引起监管机构的调查

。

面对不正当的交易行为

，

两地法律并

不一样

，

监管难度很大

，

未来共同监控

将成趋势

。

沪股通的投资范围是受限的

，

主

要在若干权重指数股当中

。

可是

，

令

人担心的是

，

不少香港投资者似乎没

有重视这一点

，

近期不少因沪港通概

念而被投资者盯上的证券

，

其

A

股其

实不是在上海上市的

，

而是在深圳上

市

，

完全不属沪港通的投资范围

。

作

为未来

“

深港通

”

的概念类投资

，

看似

早了一些

。

此外

，

沪港通也不允许场外或暗

盘交易后再上板的安排

，

某种程度上

减少了操控市场的可能性

。

在香港

，

不少券商都是先将投资者的交易直

接在内部系统内进行撮合及成交的

。

最终

，

如果真的是撮合不了

，

才会将

交易指示送往交易所的交易系统

。

中

证监的相关规定将明显减少虚假交

易的可能性

。

此外

，

这规定也有利于

中国证监会对沪港通的投资总额进

行额度管理

。

人为因素大减

，

意味着

券商的操作弹性也同步大幅减少

，

如

此局面下

，

投资者会否踊跃参与沪港

通

？

有待观察

。

除了额度管理

，

股权限制的管理

同样重要

，

按目前香港相关的股权披

露规定

，

持股比例超过

5%

就需要进行

披露

，

即使投资人故意采用最没有效

率最慢的邮递方式进行披露

，

也可在

两周内完成

。

以往也有案例

，

如美国

“

股神

”

旗下投资机构在买卖某只在港

上市的内地股份时

，

不知道是故意还

是无心

，

就是采用极慢的邮递披露方

式

。

投资市场虽哗然

，

但是披露还是正

当地进行

，

并没有出现漏报的情况

。

但

是如果真是两个星期后才公布

，

消息

或许已经没有参考价值了

，

某种程度

上也扭曲了市场

。

无论是内地投资者还是香港投资

者

，

都必须清晰了解两地市场的差异

。

每人的投资喜好是不一样的

，

若两地

投资者凭着错误的理念进行投资

，

损

失肯定惨重

。

（

作者系香港投资银行家

）

武汉的“中心” 焦虑

陈道林

武汉街头的标语

，

毫不掩饰这座

城市的抱负和雄心

。 “

践行武汉精神

：

敢为人先

，

追求卓越

”，

还有

“

建设国家

中心

，

复兴大武汉

”

的醒目标语

，

官方

以一种强制的方式在唤醒市民的记

忆

，

记住昔日武汉的荣光

，

调动市民建

设这座城市的激情

。

记得

2010

年国务院在对武汉的

城市总体规划批复中

，

将武汉定位成

“

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

”，

在中部

地区后面去掉了

“

重要

”

两个字

，

曾引

来武汉官方和媒体的集体欢呼

。

在国

务院同年对郑州的城市总体规划批复

中

，

将其定位成

“

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

中心城市

”，

与十多年前对武汉的定位

如出一辙

。

武汉本地专家由此言之凿

凿地表示

，

虽然是两字之差

，

但意义显

而易见

，“

中心

”

只有一个

，

而

“

重要的

”

可以有多个

，

武汉在全国发展布局中

的功能定位再次上升到国家高度

。

数年前

，

笔者在武汉一家都市类

媒体供职的时候

，

一些重大项目的落

成

，

媒体往往会冠以

“

华中地区规模最

大

”

的说法

。

虽然此说难以查证

，

但是

从事财经类报道如果连这一点潜规则

都不懂

，

常常会挨值班老总的批评

，

万

一同城其他媒体打出

“

华中地区规模

最大

”

的黑体标题那就惨了

，

老总会质

问

“

别人怎么挖到的新闻你怎么挖不

到

？ ”

说实话

，

很多时候是同行想当然

加上去的

，

以至于后来大家采访的时

候

，

会想办法去套采访对象

，

工程是不

是华中地区规模最大啊

？

这一问

，

得到

肯定就算有了消息来源

。

武汉的官员抑或市民

，

常常会怀

念武汉的昔日荣光

。

早在明清之际

，

武

汉借舟楫之利

，

就已留下货到汉口活

的美名

。

及至晚清张之洞督鄂

，

开启汉

阳造

，

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拓荒

之地

。

民国年间

，

武汉

“

驾乎津门

，

直逼

沪上

”，

同样可圈可点

。

建国之后一直

到改革开放之前

，

武汉也是紧随沪

、

京

、

津三大直辖市之后

。

改革开放之后

，

武汉却经历了长

时间撕心裂肺的落寞和失落

。

GDP

的

排名曾一度下滑到

20

名左右

，

被深

圳

、

苏州

、

无锡等沿海后起之秀超越

，

直辖后的重庆和地处天府之国的成都

也跃马向前

，

赶到了武汉的前面

，

就连

同处中部的长沙

、

郑州也是步步紧逼

，

差距渐次缩小

。

荷花洗衣机和长江音

响

、

莺歌彩电等叫响大江南北的汉货

精品

，

更是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

武汉由此产生了一种

“

老大

”

位置

不保的强烈焦虑

。

2003

年的全国两会

上

，

时任武汉市长李宪生向温家宝总

理发问

：“

武汉在哪里

？”

要求明确武汉

的地位

，

为武汉的发展找出问题和明

确方向

。

这些年武汉在一路奔跑

，

希望重

拾辉煌

。

及至

2012

年

，

武汉的

GDP

重

新挤进国内城市前十之列

，

也就是在

这一年

，

建设

“

国家中心城市

”

写进了

武汉的政府工作报告

，

意欲将武汉的

“

中心

”

地位再向前推进一步

。

所谓国家中心城市

，

就是在全国

具备引领

、

辐射

、

集散功能的城市

。

与

国家确定的

5

座国家中心城市北京

、

天津

、

上海

、

广州和重庆相比

，

武汉发

挥类似功能现在还力不从心

，

上海在

长三角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

周边城市

削尖脑袋都想挤进长三角俱乐部

，

上

海的中心地位无可撼动

，

可是中部城

市能够从武汉得到的辐射有限

，

郑州

携中原城市群

、

长沙借长株潭城市群

，

甚至有与武汉分庭抗礼之势

。

看来武汉的追梦之旅依然漫长

。

毕竟国家中心城市不是国家分封的

，

而是市场选择和实力证明的

。

要想周

边城市八方来朝

，

还得有老大的担当

。

武汉只有打造高端要素聚集中心

，

根

据武汉的城市禀赋和区位优势

，

成为

国家创新中心

、

国家先进制造业中心

和国家商贸物流中心

，

才有可能实现

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

，

成为中部地区

发展的带头大哥

，

把横亘在心头的焦

虑感变成自豪感

。

（

作者系武汉快乐学堂创始人

）

【江湖论道】

要想周边城市八方

来朝，还得有老大的

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