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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酒闲谈】

盈利预测是反映新

股前景的重要指标，

颇具参考价值。若招

股书缺乏相关资料，

会削弱新股透明度。

【说法不武】

建议修改 《公务员

法》， 从法律上对

“裸官” 作出明确界

定，并明确规定公务

员有义务如实报告

“裸官”问题。

广场舞与涂鸦

李劲

不知从何时起

，

中国出现了一种

新的舞蹈

：

广场舞

。

每天夜幕降临

，

以

大妈们居多

，

数十

、

数百或任何一群

人

，

在家附近广场或任何一块见缝插

针的空地

，

一起跟着录音机播放的流

行音乐或任何一种音乐

，

跳起欢快的

舞蹈

。

跳广场舞的人很多

，

越来越多

，

开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

这个纪录每

天都在刷新中

。

由此

，

引发了很多议论

，

有赞有

弹

，

弹的理由是扰民

。

城市空间狭窄

，

大家挤在住宅区旁跳舞

，

人多

，

吵吵嚷

嚷

，

音箱开到最大

，

不扰民才怪

。“

扰民

之说

”

说明广场舞发出的动静是彻头

彻尾的噪声

———

高山流水怎么会扰民

呢

？

广场舞不好听

，

更不好看

———

六七

十岁的人跳

“

小苹果

”

能好看吗

？

审美

价值还不如第八套广播体操呢

。

对一

窝蜂的广场舞

，

大部分人是理性点赞

和无奈容忍的态度

，

这是中国的传统

：

少数服从多数

，

个人服从社会

，

小的服

从老的

。

不少人暗恨广场舞

，

咬牙切

齿

，

为了破坏广场舞

，

扔西瓜皮

、

泼污

水

、

丢汽水瓶

，

连钢珠枪都用上了

。

袭

击者违法

，

自不待言

。

但是

，

广场舞噪

音扰民

，

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

痛苦上

，

绝非长久之计

。

联想到城市涂鸦

。

它诞生于上世

纪六十年代纽约布隆克斯

。

最初

，

市政

当局大力抓捕涂鸦者

，

清洗噩梦一样

的墙上涂鸦

，

和中国城管驱逐小贩一

样

。

今天

，

涂鸦已经成为登堂入室的艺

术和时尚潮流不可或缺的部分

，

涌现

了很多涂鸦大师

，

并且蔓延到了全世

界

。

涂鸦是人的老毛病

，

从原始社会就

开始了

。

人们在猎杀巨兽或打了胜仗

之后

，

沾沾自喜

，

在石壁上乱涂乱画

。

现代涂鸦一诞生

，

游戏规则就建立起

来了

，

煞有其事

，

绝不苟且

。

喷漆罐

、

可

挥发墨水笔等工具非常专业

，

涂鸦创

作有一定的范式

，

涂鸦的地点也是精

心选择的

，

自由不羁的只是他们的精

神

。

后来

，

涂鸦和朋克

、

街舞

、

摇滚乐融

合为一体

，

成为

HIP HOP

文化的一

部分

，

不断向前走

，

不断变异

，

不断新

生

。

现在

，

CHANNEL

、

LV

也生产涂鸦

香水和涂鸦包了

。

跳舞也是人们从原始社会传下来

的老习惯

，

是不可扼止的刚性需求

。

五

花八门的广场舞不是简单的锻炼身

体

，

它寄托着中国大妈们对城市新生

活的一切感受

。

广场舞跳好了也是街

头艺术

———

跳不好会挨汽水瓶

。

广场

舞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涂鸦

。

对于晚年生活内容贫乏的中国大

妈来说

，

广场舞是一件有益身心

、

惠而

不费的好事

，

支持者很多

，

境遇比当年

的涂鸦好多了

。

广场舞能不能留在未

来的城市生活中

，

取决于两点

：

一

、

有

没有底线

？

涂鸦的底线是不涂私宅

，

广

场舞的底线是夜间噪音不超过

50

分

贝

。

二

、

能不能弄好点

？

既然走上街头

，

就应该弄好点

，

可以吸收年轻人进来

，

把二人转

、

舞狮

、

跑旱船

、

武术都融合

进来

……

不白舞一回

。

邻居有一位东北大妈

，

是骨灰级

的广场舞迷

，

还是一个

LEADER

。

每天晚上出去跳舞

，

进电梯

，

不停

打电话

，

总拨错号码

，

大声给舞伴们布

置工作

。

晚上跳完舞回来

，

背子上缠着

毛巾

，

汗流颊背

，

满脸笑容

，

幸福指数

爆表了

。

她总是挎着一个巨大的环保

袋

，

鼓鼓囊囊

，

装着很多东西

，

都是跳

舞用的

。

她喜欢拿出来给别人看

：

有一

对硬木棒

，

还有一对小铜锣

，

都是用来

打节奏的

，

人少时敲木棒

，

人多了敲铜

锣

。

凭着木棒铜锣

，

大妈成了广场舞的

领导

。

小铜锣上系着红绸带

，

一敲振天

响

，

在电梯里听过敲锣的人几乎失聪

了

。

大妈又翻出一沓宣传单

：

颐养天年

投资计划

、

亚健康口服液

、

远红外太空

磁经络治疗仪等等

。

东北大妈跳完广

场舞

，

就开始派发宣传单

，

据说卖了不

少东西

。

慢慢地矛盾出来了

。

有一天

，

东北大妈和舞伴发生龃龉

，

称病在家

，

不去领舞

。

原想拿大家一把

，

不想有一

个四川大妈挺身而出

，

当晚就顶替了

她的位置

。

她忙下楼

，

逡巡上前

，

舞伴

们爱理不理

，

让她好没趣

。

后来

，

东北

大妈回了老家

，

杳无音信

。

再后来

，

这

些舞者发生分裂

：

一拨儿跳红色歌曲

，

一拨儿跳交谊舞

，

一拨儿练太极剑

。

三

拨儿人争场地

，

达成协议

，

划地为界

，

各玩各的

。

可是三种音乐掺在一起

，

乱

套了

：

红歌跳得凝重如哀乐

，

交谊舞情

绪激昂带着革命风采

，

太极剑舞出探

戈的节奏

。

舞伴们闲聊

，

开始念叨东北

大妈组织得好云云

。

一看广场舞

，

酷似涂鸦

；

再看广场

舞

，

实非涂鸦

；

展望十年后的广场舞

，

很可能还是今天的样子

，

十分尴尬

，

令

人无法评说

。

（

作者系深圳企业管理人士

）

深圳“裸官” 辞职事件不能打哑谜

刘武俊

作为深圳首个

70

后正局级女干

部

，

深圳市大鹏新区党工委书记刘燕

日前辞职引起广泛关注

。

媒体质疑她

是因为

“

裸官

”

辞职

，

媒体调查发现

，

虽

然刘燕辞职有其个人原因

，

但多个信

源表明

，

刘燕确属

“

裸官

”，

她本人也已

承认其丈夫拥有海外户籍多年

。

刘燕

“

裸官

”

身份长期不为人知

，

直到最近辞职才被曝出来

，

这反映出

当前治理

“

裸官

”

制度还存在漏洞

。

早

在

2009

年深圳就在全国率先规定

“

裸

官

”

不得重用

，

早就是

“

裸官

”

的刘燕却

多次得到组织部门的提拔重用

，

有关

组织部门显然存在监督失职的问题

。

看来

，“

裸官

”

的信息公开和监督管理

依然是

“

裸官

”

治理的软肋

。

目前

，

全国裸官摸底结束

，

江西等

十余省市避谈

“

裸官

”

数量

。

至

7

月底

，

各省份

“

裸官

”

摸底调查基本结束

。

各

省份组织

、

纪检等部门

，

已基本掌握了

本省的

“

裸官

”

数量

。

初步排查发现了

多少名

“

裸官

”？

十余省市均回应

“

具体

数据不便透露

”。

有关地方和部门连公开

“

裸官

”

数

量的勇气都没有

，

让老百姓如何能信

服其动真格治理

“

裸官

”？！“

裸官

”

数量

本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畴

，

是

《

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

》

规定的信息公开内容

，

不存在任何涉密问题

，

至于某些省市

将

“

裸官

”

数量归为影响地方政府形象

的所谓

“

敏感问题

”，

纯属害怕接受公

众监督的心虚体现

。

建议修改

《

公务员法

》，

从法律上对

“

裸官

”

作出明确界定

，

并规定公务员有

义务如实报告

“

裸官

”

问题

。

目前的

“

裸

官

”

规范文件大多数是党的文件

，《

配偶

已移居国

(

境

)

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

岗位管理办法

》

将

“

裸官

”

的范围界定

为

“

国家工作人员

”

而并非各级党的领

导干部

，

显然国家工作人员并非都是

共产党员

。

因而有必要修改

《

公务员

法

》

等法律

，

明确界定

“

裸官

”

的概念和

构成要素

，

以便有的方矢地治理

；

明确

规定如实报告

“

裸官

”

问题是公务员准

入和考核的基本条件之一

。

“

裸官

”

必须在阳光下让公众

“

裸

观

”，

接受有关部门和群众的监督

。

组

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应当全面

掌握

“

裸官

”

的情况

，

及时监控

“

裸官

”

的动向

，

并向公众全面公开

“

裸官

”

的

数量和名单

。

这就需要切实做好

“

裸

官

”

的申报

、

登记和公开工作

，

做到如

实申报

，

严格登记

，

及时公开

。

申报登

记切忌走形式

，

对虚假申报和漏登不

登要予以问责

。

可考虑建立公职人员

配偶子女移居境外的年度公开制度

,

公开公职人员配偶和子女获得外国国

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情况

。

群众

的眼睛是雪亮的

，

有关部门要及时接

受公众的举报

，

严肃处理弄虚作假的

情况

。

监控

“

裸官

”

仅靠纪检和组织部

门是不够的

，

还要广泛发动所有能盯

紧

“

裸官

”

的社会力量

，

以最广泛的公

众参与之力

，

构建全方位的监督体系

。

从一定意义上讲

，

对

“

裸官

”

的

“

裸

观

”

和严管其实也是对

“

裸官

”

本人的

保护

，

是对其政治生命和个人前途

、

家

庭幸福的爱惜和保护

。

防止

“

裸官

”

蜕

变为贪官

，

本身就是对

“

裸官

”

的保护

。

让

“

裸官

”

暴晒在阳光下接受群众

的

“

裸观

”，

并建立起常态化的严管机

制

，“

裸官

”

的贪腐行为自然无处遁形

，

既能防止

“

裸官

”

蜕变为贪官

，

也能防

止

“

裸官

”

的非法外逃

。

一言以蔽之

，“

裸官

”

数量岂能成

为一笔糊涂账

，

有关部门岂能对

“

裸

官

”

数量打哑谜

。

公开

“

裸官

”

的具体数

量乃至具体名单

，

是治理

“

裸官

”

问题

的必要条件

，

也是公众行使监督权的

重要前提

，

更是有关部门无权推卸的

信息公开义务

。

有关部门应为刘燕

“

裸官

”

事件给

社会一个明确的说法

，

并就可能存在的

失职予以问责

。

公职人员队伍中还有多

少

“

刘燕

”

尚未查清和公开

“

裸官

”

身份

？

还有多少

“

刘燕

”

尚未得到组织部门的

调整和监督

？

公众有权利得到答案

。

（

作者系《中国司法》杂志总编

）

【言无不劲】

一看广场舞，酷似涂

鸦； 再看广场舞，实

非涂鸦。

中国经济增速不妨降到4%左右

龙门

毋庸质疑

，

我们面临的是极为艰

难的结构转型问题

，

以及严重的债务

问题

。

这两个问题在短期内是无法解

决的

。

弄不好

，

可能会出现债务危机和

金融

、

经济危机

。

房地产价格的泡沫问

题很严重

，

是危机的最可能的源头

。

所

以

，

在此大环境下

，

做好国内的投资和

理财

，

是极为艰难的

。

我的判断是

，

如

果本届政府能在第一个任期内把上述

问题解决

，

并不使危机爆发出来

，

就是

最大的成绩了

。

所以

，

在接下来的

5

年

，

我们在大概率上

，

是见不到

A

股

市场波澜壮阔的大牛市的

。

不过

，

固定

收益市场还是有机会的

。

我们的宏观经济积累的问题

，

是

由于长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造

成的

。

这个方式已经达到了极限

。

如果

我们要继续维持

7%

以上的增长

，

还是

必须依靠投资

，

因为居民消费中短期

内是起不来的

；

因为国富民穷的状况

是个将长期存在的问题

。

出口呢

，

我们

自己掌控不了

。

如此

，

如果我们继续要

守住经济增长

7%

的底线

，

是很不适宜

的

，

它将导致宏观经济的痼疾进一步

累积

，

继续制造过剩产能

。

结构转型是中国经济的困难所

在

，

也是希望所在

。

但是结构转型的

难点在哪里

？

是国内资金成本的长期

高企

。

高达

7%

、

8%

甚至更高的资金成

本

，

大大限制了结构转型

。

因为

，

实体

经济尤其是创业性的创新性中小企

业

，

是很难承受如此高的资金成本

的

。

实体经济难以承受如此高的资金

成本

？

而国际上的资金成本

，

也就是

我们的一半还不到

，

而我们的实体企

业又不能到境外融资

。

那么

，

是什么

原因

，

导致了我们资金成本的高企

呢

？

就是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导致

的

。

因为

，

政府主导的投资

，

主要是房

地产

、

基础设施

，

而房地产和基础设

施是典型的对资金成本不敏感的行

业

，

他们甚至可以接受

10%

以上利率

的资金成本

。

所以

，

是他们拉高了中国

国内的资金成本

，

而且他们对资金的

需求是没有上限的

。

所以

，

中国如果为

了守住

7%

的增长底线

，

是会导致继续

依靠投资

，

继而继续拉高资金成本

，

并

继续抑制结构的转型

。

所以

，

中国如果

要下决心实施经济结构转型

，

就要允

许经济增长低于

7%

，

把经济增长的速

度降低到

3%

到

5%

的合理水平

，

大幅

减少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上的投资

，

以拉低资金的成本

，

支持新兴实体经

济的发展

。

中国政府和经济界人士一直认

为

，

7%

的增长

，

是保持国内就业的经

济增长底线

。

我认为

，

这是一个很大

的误区

。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

因为

，

我们的

GDP

总量

，

已经高达

50

万亿

的数量级了

，

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了

。

即使把增长的速度降低到

3%

到

5%

，

增长的绝对数量也是非常巨

大的

。

这个绝对数

，

是足够保持合理

的就业水平的

。

我们最害怕的是

，

经

济增速的降低

，

会导致就业的失速

，

从而导致社会问题

。

但是

，

我们忽略

了经济增长的绝对数概念

。

4%

左右的

经济增长率所带来的经济总量的绝对

数

，

难道不能确保一个可以接受的就

业率吗

？

况且

，

国家是可以把用于基础

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资金

，

用来充实

社会保障基金和失业救济基金的

。

甚

至

，

政府还可以把用于投资的天量资

金的一大部分

，

用来转移支付给贫穷

的那部分人

。

这样做

，

既可以帮助困难

群体

，

也可以拉动消费

，

使经济增长因

消费的振兴而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的

轨道上来

。

一举多得

，

何乐而不为

？

我

们的政府的决策层

，

为什么就不能换

个思路

、

换个方式来调控经济

，

来达成

一个可持续的

、

受到人欢迎的多赢的

局面呢

？

（

作者系金融界人士

）

香港股市监管者应强制新股披露盈利预测

温天纳

很多人说

，

香港的新股市场比

A

股相对成熟

，

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也较

活跃

，

监管制度也较为严密

。

不过

，

在

一些灰色地带

，

若监管条例并无硬性

规定的话

，

情况又如何

？

中介与企业会

否自律

？

投资者的利益是否受会到保

障呢

？

香港的上市制度在近年不断改

革

，

其中对保荐人的要求不断提升

，

笔

者站在投资银行的最前线

，

面对企业

及监管要求

，

也有一定的体会

。

不过

，

伴随着更为严格的要求

，

近期香港市

场却出现了大量品质欠佳的新股

；

更

有甚者

，

若干新股上市后不久

，

业绩就

迅速变脸

，

令不少投资者损失惨重

。

香

港新股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

上周

，

香港交易所举行业绩发布

会

，

领导层在被问到近期新股表现的

问题时

，

有这样的回应

：“

香港的系统

真的很棒

！ ”

的确

，

香港的新股发行完

全由市场供应及需求自行调节

，

实在

有其可取之处

。

细看今年的头七个月

，

在香港上市的新股有

77

家

，

数目可谓

是近年之冠

。

然而

，

接连有新股上市不

久便发生盈利预警等问题

，

新股品质

的下降引发广泛关注

。

笔者接受财经

媒体访问

，

屡屡被问及对于约有八成

新股的招股书没有披露盈利预测有何

看法

。

在昔日新股上市旺季时

，

新股企

业和保荐人无不以盈利预测作为卖

点

，

如四大新股包括友邦保险

、

工商银

行

、

农业银行及中国银行

，

都向投资者

展示自己未来的赚钱能力

。

现在的情况刚刚相反

，

翻查今年

1~7

月在香港主板和创业板上市的

77

家新股的公开信息

，

只有

14

家

（

占总

数的

18.2%

）

在招股书披露盈利预测

，

其余

63

家都没有披露

，

后者比率达

81.8%

。

其中

，

还有一些上市不久就发

出盈利警告的新股

。

一直以来

，

香港股市上市规则并

无硬性规定

，

要求新股必须在招股书

中提供盈利预测

，

披露与否属自愿性

质

；

而港交所亦表明

，

并不认为没有提

供有关资料会构成风险因素

。

不过

，

无论招股书有否披露盈利

预测

，

上市申请人都要向港交所提交

盈利预测备忘录和现金流量预测备忘

录

，

若申请人决定不披露盈利预测

，

保

荐人和承销商要向港交所承诺

，

该新

股上市前

，

不会在其编写的分析员报

告中

，

提供任何有关盈利预测或性质

相近的财务资料

。

从投资者的角度看

，

盈利预测是

反映新股前景的重要指标

，

颇具参考

价值

，

若招股书缺乏相关资料

，

无疑削

弱新股透明度

，

近期香港市场新股接

连出事

，

只会减低市场对新股的信心

。

新股上市前往绩亮丽

，

上市后情

况却急剧转变

，

市场难免希望监管机

构应该强制新股披露盈利预测

。

从市

场运作角度看

，

对一般机构投资者而

言

，

他们通常不会认购没有盈利预测

的新股

。

若申请人和保荐人宁愿失去

一些投资者

，

也不在招股书中列入盈

利预测

，

难免引起市场的遐想

。

的确

，

在新股上市监管要求大幅收紧的环境

下

，

若招股书包含更多的前瞻性资料

（

例如盈利预测

），

中介机构的责任和

风险将大为增加

。

不少中介机构甚至

是企业觉得明哲保身比投资者的知情

权更为重要

，

为求自保

，

中介机构偏向

不披露一些不太确定的资料

。

笔者赞成强制新股披露盈利预测

，

若出现一些非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

，

新

股实际业绩明显偏离预测数字的话

，

申

请人和中介机构都可能会负上若干责

任

，

不排除监管机构认为中介机构需要

为招股书失实负刑事责任

。

投资者无论在何时何地

，

为求自

保

，

还是要多做功课

，

以防误堕陷阱

。

（

作者系香港投资银行家

）

【龙门说栈】

经济界人士一直认

为，7%的增长，是保

持国内就业的经济

增长底线。这是一个

很大的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