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

Column

专栏

主编：何敬东 编辑：孙勇 2014 年 9 月 5 日 星期五

Tel

：(0755)83501681

【庙堂江湖】

政府担保降低了银

行贷款的风险，使得

银行越发不愿意对

风险较大的中小企

业贷款。

【温酒闲谈】

在失去阿里巴巴这

个超级客户后，港交

所不希望再受制于

同股同权的枷锁。

五个宋朝小贩的别样人生

晋东南

我有个作家朋友曹永胜在四川内

江

，

写了一部纪实文学

《

舌尖上的毒

》，

聚焦当今的食品安全问题

，

五花八门

，

无奇不有

。

与之相比

，

在施耐庵笔下

，

宋朝的饮食行业存在的问题就比较单

一和集中

。

从销售终端来看

，

卖人肉包

子的有好几家

，

对客人下蒙汗药的也

不稀缺

；

从货源来看

，

最大的问题是垄

断

，

比如垄断渔业资源的张顺

，

没他发

话

，

纵是宋江也只得吃腌鱼而吃不到

鲜鱼

。

垄断梁山泊水产的王伦一伙

，

连

阮氏三雄也无可奈何

。

饮食业虽是强人出没

，

但只要伶

俐勤快些

，

那些小商小贩也有见缝插

针的余地

，

勉强糊口也不难

。

在宋江

、

武松

、

石秀

、

杨雄等英雄们大刀阔斧表

演的时候

，

施老先生不厌其烦穿插了

五个小贩的悲情人生

，

他们或出现在

好汉们的杀人现场

，

或为了好汉而受

苦

，

描述的精彩和深刻程度丝毫不亚

于那些个好汉

。

武大郎是卖炊饼的小贩

，

先是被

强制配亲娶了如花似玉的大户人家

使女潘金莲

，

一班浮浪子弟兴风作

浪

，

导致武大在清河县安身不牢被迫

迁居阳谷县

。

在阳谷碰上胞弟武松荣

升都头

，

没成想在他办县令的私活儿

期间又被毒杀身亡

。

一个卖炊饼的小

贩

，

赁房居住

，

每日早出晚归挑卖炊

饼

，

本可以粗茶淡饭安身立命

，

谁知

摊上了两件看似好事的富贵

，

一个是

大美人

，

一个是大英雄

，

结果却送掉

了自己的性命

。

唐牛儿是郓城县卖糟腌的小贩

，

却讲些义气

，

颇能为宋江办些事情

。

宋

江杀了阎婆惜之后

，

天色尚早

，

未明

。

唐牛儿虽然好赌钱

，

做生意却也勤快

，

也早早起来托一盘子洗净的糟姜赶早

市

。

看到宋江被阎婆缠住

，

一巴掌打将

过去

，

宋江脱身

，

自己却被知县故意当

做了真凶

，

最后以

“

故纵凶身在逃

”

为

名挨了二十大棍

，

刺配五百里外

。

早起是小贩的必修课

，

卖汤药的

王公五更

（

按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到

五点的时候

）

就起来赶早市

，

碰上气呼

呼从阎婆惜家里出来的宋江

，

送上一

碗醒酒的二陈汤

。

这王公是个好老头

儿

，

本小利薄

，

还经常不收宋江的钱

。

宋江旧时许了王公一副棺材钱

，

又因

身陷囹圄而搁浅

。

后来有没有送

，

施老

先生也没有交代

，

宋江其后命运波折

，

上了梁山之后更是公务缠身

，

忘记的

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

王公养老送终的

指望恐怕还在一碗碗的汤药里

。

阳谷县有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叫郓

哥

（

本姓乔

），

卖时新果品的

，

是个机灵

鬼

。

他和王公不同

，

懂得和有钱人打交

道

，

时常搞些小批发

，

比如卖一篮子雪

梨给西门庆

，

得个好价钱

，

相当于现在

的定向营销吧

。

郓哥颇得西门庆周济

，

在大是大非上却并不糊涂

，

做了两件

有章法的事情

，

一是帮武大郎主持公

道

，

二是帮武松作证

。

武松被发配时

，

安排了十多两银子给郓哥的老爹

，

郓

哥算是运气比较好的一个小贩

。

蓟州有个卖糕粥的王公

，

辛苦和

其他人并无二致

，

也是五更天就要起

床

，

打着灯笼去卖糕粥

，

稍微不同的是

他的买卖稍微大一点

，

还有个小伙计

跟着

。

因为起得早

，

第一个发现了石秀

五更杀人留下的现场

。

最后虽然被无

罪释放

，

可也被押上公堂

，

饱受惊吓不

说

，

之前还搭上了一担糕粥被泼翻在

地

，

一天的营业额搞没了

。

这五个小贩

，

有老有少

，

都很勤

快

，

虽然有些贪利

，

但在关键事情上都

有过硬的人品

。

与现在相比

，

官府对他

们的经营没有干扰

，

如郓哥

、

王公还或

多或少都得到了体制内的宋江和体制

得利者西门庆的周济

。

但是一有事情

，

他们的权益却没有丝毫的保障

，

如唐

牛儿被诬陷

；

经常要担惊受怕

，

比如卖

糕粥的王公

。

总之

，

生存在一个没有安

全感的社会里

。

也是

，

杨志这样的好汉卖刀都要

被流氓地痞欺负

，

更何况安分守己的

小商小贩呢

？

（

作者系深圳文化学者

）

重开阿里巴巴回归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门

温天纳

阿里巴巴即将在美国上市

，

在失

去阿里巴巴这个重要的客户后

，

港交

所看似痛极思变

，

开始反思自己对

“

同

股不同权

”

的取态是否太没弹性

？

经历数月的思想磨合后

，

港交所

在上周正式开始就

“

同股不同权

”

的可

能性

，

进行公开市场咨询

，

为未来修订

股权架构进行铺垫的工作

。

在失去阿里巴巴这个超级客户

后

，

港交所不希望再受制于

“

同股同

权

”

的枷锁

，

而再错失其他新股来香港

上市的商机

。

笔者估计

，

港交所今次主

动征求市场意见

，

主要是希望吸引目

前大部分因股权限制而转到美国上市

的内地企业

，

希望它们能重新考虑香

港的融资平台

。

去年开始

，

阿里巴巴表达了赴港

上市的意愿

，

其后投资市场对同股不

同权的概念曾作出不少讨论

，

但市场

意见出现两极化的情况

，

而且更倾向

反对

。

若香港交易所能正式收集市场

意见

，

估计日后能较容易理顺正反两

端的意见

，

再作评估

。

由于投资市场对有关议题的意见

极为分化

，

这次港交所的咨询方式较

为特别

，

乃透过以往较少运用的

“

概念

文件

”

形式

，

就同股不同投票权架构事

宜

，

进行讨论

。

当中

，

更涉及不同司法

权区的比较

、

以及不同形式的股权架

构等等章节

。

参考公开文件

，

笔者整理重点内

容如下

：

1

、

无论如何

，

港交所是否均不应

准许企业采用不同投票权的架构

？

2

、

港交所应否容许包括已上市公司

、

新

上市公司或个别行业采用不同投票权

的架构

？

3

、

如采用不同投票权的架构

，

港交所应否规定企业实施与美国类似

的限制或以其他限制来作替代

？

4

、

应

否容许其他形式的不同投票权架构

？

5

、

香港若要容许企业采用不同投票权

架构

、

是否不需要修改其企业管治及

监管架构

？

6

、

对采纳不同投票架构的

企业

，

是否允许其在创业板或专业板

等其他板块上市

？

对于海外企业申请

以不同投票权架构在港交所

，

作首次

上市或来香港作主要或第二上市

，

可

能性如何

？

7

、

对于不同投票权的架构

，

有没有任何其他意见

？

港交所以

“

概念文件

”

形式取代

“

咨询文件

”，

估计市场反应将较为积

极

，

彼此探讨问题所在

，

让港交所能

直接了解市场的观点

，

方便日后正式

进入修订上市条例的流程

。

有趣的

是

，

港交所强调这次进行咨询

，

与个

别企业并无任何关系

。

的确

，

市场中

有不少企业及业界人士极为关注相

关的股权问题

，

而目前的上市规则相

关部分乃在

25

年前订立

，

目前进行

咨询

，

不足为奇

。

笔者估计

，

在明年

2

月前

，

港交所

应该有足够时间整理及编制初步咨询

的结果

，

届时若市场反应正面

，

存在支

持接纳同股不同权的强力理据时

，

港

交所将会展开第二阶段的正式咨询程

序

。

如果一切顺利

，

在最快及最乐观的

情况下

，

不排除明年底或后年初

，

上市

条例有可能将作修订

，

正式采纳相关

弹性股权架构的安排

。

早一阵子

，

阿里巴巴赴港上市掀

起市场无数激辩

，

正反意见对立

。

不

过

，

这也缔造了市场改革的契机

，

若然

企业治理架构能同步提升

，

小股东的

利益能受全面保障的话

，

笔者对相关

同股不同权的改革持支持态度

。

在未来修订上市条例后

，

香港迎來

的第一家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代表性

，

阿里巴巴赴港作双重上市大有可为

，

倘

如此

，

它作为香港股市的权重股之一

，

自然也将被纳入沪港通的投资范畴

。

争

议纷扰已多时

，

阿里巴巴回归中国资本

市场是时候了

。

（

作者系香港投资银行家

）

【南腔晋调】

杨志这样的好汉卖

刀都要被流氓地痞

欺负，更何况安分守

己的小商小贩呢？

传媒名利场

余胜良

传媒是个很大的名利场

，

很多电

影中高朋满座

、

觥筹交错的场面都少

不了媒体

，

郭敬明为

《

小时代

》

设置了

时尚杂志和出版人

，

场面显得高大上

。

的确如此

，

传媒天生就承担了很

多责任

，

以公信力举办慈善活动

，

进行

行业评选

，

媒体记者虽然收入上是屌

丝

，

但是可以很快获得和社会达人近

距离接触机会

，

问些不着边际的问题

也会被认真对待

。

记者是不少电影中的菜点

，

在关

键时刻起传真印象的作用

，

有些甚至

是主角

。

可是记者们并不希望成为被报道

对象

，

除了习惯躲在暗处成为观察者

外

，

记者或所在媒体的所作所为对这

个社会而言并不吸引眼球

，

除非是因

负面消息

。

在中国以及西方国家

，

记者和传

媒的点滴问题都会被放大传播

，

谁让

这个行业有这么大的话语权呢

？

但中西方传媒出问题的方式并不

相同

。

西方大多是记者在采访中做了

假

，

或者采访方式出了问题

；

而在中

国

，

媒体出问题则集中在媒体和报道

对象之间的灰色交易

，

其本质上是报

道权的出售

，

报道权包括报道和不报

道

，

以及以何种方式报道

。

很明显

，

就犯错的性质而言

，

欧美

媒体是技术错误

，

中国媒体是根本错

误

。

这说明西方媒体独立成熟

，

中国媒

体还在大环境中挣扎

。

但是中国媒体要像在欧美国家一

样独立

，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

2012

年

5

月

31

日中午

，

在湛江

，

我走进金海酒店

———

宝钢湛江项目办

公室所在地

，

门卫跑过来盘查

，

我说是

记者

，

他说

：

记者

？

你的车呢

？

从他眼睛中

，

我看到的是不可思

议

，

大概在他的记忆中

，

记者都是和官

员在一起

，

前呼后拥

，

有人接送

。

离开湛江到广西防城港企沙镇

，

我到了镇政府去找镇长

，

进门看到几

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

，

坐得歪歪扭

扭的

，

像是防暴队的

，

他们也有点慌

乱

，

大概很少有记者探访此地

。

他们看

了下我身后

：

你一个人

？

没人陪

？

这是来自底层真实的镜子

，

照出

了记者这个群体的面目

。

在老百姓眼中

，

记者应该和官员

在一起

。

记者是官权力的延伸

，

通常代

表着官方意志

，

有时又跟有钱人打得

火热

。

而有时普通人又寄予记者很大

期望

，

将记者看做能轻易接近并可以

发出声音的社会良心

。

高超的记者能游走在各种边缘

，

有时甚至地方政府也会忌惮三分

。

当

然

，

后一情况大多存在于异地监督中

。

到地方去采访

，

需要采访政府的

时候往往会内心忐忑

，

信任成本很高

，

往往要解释多遍

：

我就是想来了解一

下情况

。

在我家乡

，

那些听说我是记者的

老乡帮我出过如何发财的主意

。

末了他们往往遗憾的看我一眼

，

你不行

，

干不了这个啊

。

一位公务员亲

戚不无遗憾地对我提起一位记者如何

从他们部门敲走一笔不小的款项

。

与之对比

，

工作勤恳有操守的新

闻工作者收入并不高

。

靠勤劳致富的

想法

，

也并不现实

，

国内几家对报道质

量要求严苛的媒体的记者收入在行业

内并非顶尖

。

追其原因

，

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不

力

，

版权价格太低

，

辛苦几月甚至年余

的报道

，

迅速在互联网上传遍天下

，

但

记者和所在媒体并不能因此充分受益

。

所以在这种机制下

，

想靠成为名

记者获得高额收入是一件很难的事

情

，

媒体曾报道中国一位足球体育记

者有

500

万元年薪

，

但是后来悄无声

息

。

可以说现在各个行业的顶尖人才

500

万元的年薪都不算高

。

有不少新闻前辈告诫

，

做记者就

不可能赚太多钱

，

记者有门槛

，

但并不

高

，

大学毕业之后经过几个月操练即

可写出稿子见报

。

不少传媒拿公众知情权当商品

，

和权力以及财富进行交换

，

传媒要生

存

，

要广告

，

记者要收入

，

如果好好写

稿子的记者

，

还没有吃吃喝喝的记者

报酬高

，

谁还愿意在晚上熬夜呢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念念有余】

在中国，媒体出问题

集中在媒体和报道

对象之间的灰色交

易，其本质上是报道

权的出售。

保护高利贷与取消政府担保

沈凌

最近国务院又召开常务会议

，

讨

论了十条建议来减轻中小企业融资

难

，

可见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

的解决

。

中小企业可抵押资产少

，

经营风

险大

，

道德风险高

，

所以金融机构不愿

贷款给它们

，

这是一种市场行为

。

即便

是在欧美发达国家

，

银行愿意面对的

优质客户

，

仍然是大企业

，

他们的中小

企业也有融资难的问题

。

但是这个问

题在中国尤其突出

，

主要原因有两个

：

首先是

，

中国的资金价格是受到

管制的

。

发达国家的金融中介

，

可以自行

制定与客户风险相匹配的贷款利息

率

。

从而使得小企业也可以获得一定

程度的金融支持

，

只要它愿意承受风

险溢价的高利息

。

但是中国的银行贷

款利息

，

基本是在国家规定的范围之

内的

。

面对风险很大的中小企业

，

银行

既然不能通过提高风险溢价来覆盖可

能出现的亏损

，

当然就会减少放贷的

冲动

。

反过来

，

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企

业反而由此受累

，

得不到发展

。

由此可见

，

想要彻底解决中国的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几乎不可完成

的任务

，

即便我们彻底改革现有的金

融体制

。

而一定程度上缓和中小企业

的融资难

，

则还是大有可为的

。

我们现

在一提起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

问题就想到了应该管制高利贷

，

降低

融资的成本

。

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

到

，

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

。

中国的金融成本实际上是全世界

最低的

。

老百姓存款利息才比通货膨

胀率高了那么一点点

，

如何才能继续

减少融资成本呢

？

再说

，

一个企业的产

品定价并非总是和成本线性相关的

，

最近我国开始查处国际汽车厂家在中

国的垄断行为

，

就导致了这些厂家在

中国的产品价格下降

，

否则

，

它们仍然

会把在德国卖

30

万

（

人民币

）

的宝马

车在中国卖

60

万

（

人民币

）。

中国的银

行家们也不会因为存款揽息低而降低

放贷的利息

，

只要他们的贷款还供不

应求

。

所以

，

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

本

，

主要手段不是降低现有银行的资

金成本

，

而是增加总的资金供给量

。

那么如何才能增加金融市场的资

金供给量呢

？

看看去年播放的

《

温州一

家人

》

就可以知道

，

温州人成功的秘诀

之一就是民间借贷

。

如果阿雨得不到

朋友的借贷

，

那么她的马赛中餐馆就

不能那么快地开张

。

所以面对浙江庞

大的民间借贷市场

，

我们需要反省

：

究

竟是管制它的高利率有利于中小企业

呢

？

还是保护放贷人的利益有利于借

贷人

？

中国的媒体报道多数集中于借

了高利贷的企业濒临破产的悲惨境

遇

，

但是却忘记思考一下

：

如果这些借

入高利贷的中小企业不接受高利贷

，

是不是会生存得更好

？

显然答案是否

定的

，

因为借入高利贷是他们的自愿

行为

，

自愿说明他们别无其他更好的

选择

。

如果中国的法院能够更加好地

保护出借人的利益

，

那么资金的供给

者会更加大胆地出借资金

，

供给增加

，

资金的价格反而会下降

。

保护高利贷

才会消灭高利贷

。

这就是经济学告诉

我们的金融逻辑

。

其次是

，

中国的政府担保在经济

生活中处处皆是

，

降低了银行贷款的

风险

，

使得银行越发不愿意对风险较

大的中小企业贷款

。

政府担保的借款是金融市场中风

险最小的项目

，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

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

，

都是银行趋之

若鹜的放贷对象

。

有一位银行朋友在

酒桌上对我说

：

你当我傻吗

？

马云赚的

再多也和我没关系

，

我就赚那么几个

点的利差

，

为啥不贷给政府呢

？

由此可

见

，

在政府担保过多介入金融市场的

情况下

，

实际上是扩大了中小企业获

得贷款的机会成本

，

削弱了金融机构

贷款给中小企业的内在激励

。

很多人抱有的一个思维误区在

于

：

看到了高利率就希望通过政府担

保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

而我的政

策建议却恰恰相反

，

政府应该更多地

关注社会征信体系的建设和法制制度

的维护

，

对于直接或者间接的政府担

保

，

应该慢慢地取消

。

（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