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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

上半年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继续提高，

增速继续快于工业，

意味着中国经济正

在由原来的工业主

导型经济向服务主

导型经济转变。

学会欣赏你的“诤友” 老板

周家兵

职场上有一个奇怪现象

：

一些人

有背后骂老板的癖好

，

指桑骂槐或者

指名道姓骂老板黑心肠

、

抠门

、

天下乌

鸦一般黑

。

他们在宣泄自己情绪的同

时

，

也暴露了自己是职场的

“

怨妇

”、

“

怨夫

”。

他们不会想到严苛的老板往

往最能锻造出优秀的职场人

，

教会你

一些有用的方法和技巧

，

充分挖掘你

的潜质

。

因此

，

不妨换个角度

，

用欣赏的眼

光看老板

，

把对你严苛的老板当

“

诤

友

”

看待

。

诚如

《

白虎通

·

谏诤

》

引

《

孝

经

》

言

：“

大夫有诤臣三人

，

虽无道

，

不

失其家

。

士有诤友

，

则身不离于令名

。”

一个明智的员工会从

“

诤友

”

般的老板

身上获益良多

。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小刘

，

第

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中型电池生产公司

当文员

，

由于工作忙碌

，

加上年轻马

虎

，

她打印的文件中经常出现错别字

。

公司老板张总每次都会用红笔帮她逐

一圈出

。

终于有一次

，

张总忍不住因为

文件再出错字而大发脾气

，

小刘被骂

得当场掉眼泪

。

事后小刘坚决辞职离

开了这家公司

，

跳槽到另外一家小公

司做同样的文员工作

。

说来奇怪

，

自从

被张总责骂后

，

小刘在处理文件时

，

总

会留意措辞的精准

、

标点符号的正确

使用

。

不久

，

小刘仔细认真的态度和出

色的表现

，

让新老板给她加薪了

。

那天

下班后

，

小刘满怀感恩地给张总发了

条短信

。 “

当我在你手下做事的时候

，

不懂得珍惜你的指导

，

不懂得欣赏你

的严谨

，

当我在新岗位中取得成绩的

时候

，

才发现你我严要求的好

。 ”

一些人在管理规范的公司任职

时

，

不知道珍惜学习机会

，

不懂得虚心

请教同事和上司

；

对公司规范的管理

体系

，

肤浅地说三道四

，

没有潜心去了

解公司管理体系设计的策略和战略的

良苦用心

；

人前人后喜欢用自作聪明

的语言技巧抱怨

、

诅咒公司高层领导

。

其结果

，

不仅让自己在学习管理和提

升技能方面错失良机

，

也让自己成为

同事眼中的

“

怨妇

”

或

“

怨夫

”，

除了被

贴上

“

最牛抱怨者

”

的标签外

，

自己一

无所获

。

有些人以为欣赏和赞美老板

，

是

阿谀奉承

、

阳奉阴违

、

拍马溜须的举

动

。

这种想法是惯性而刻板的成见

，

关

闭了你看待问题和洞察他人的客观之

门

。

失去欣赏老板

、

发现老板优点和长

处的真诚

，

会误伤那些对你负责

、

有意

栽培你的老板

。

老板之所以是老板

，

通常是因为

他在某些方面比较优秀

，

甚至卓越

。

老

板身上总有一些精神品质值得我们学

习

，

比喻敬业

、

负责

、

付出

、

坚毅

、

果敢

、

吃苦耐劳

、

包容接纳等

。

有人会反驳

，

这些品格老板都没有

，

他只有个好老

爸或富亲戚

。

即便如此

，

利用现有资

源

，

整合资源

，

发扬光大

，

青出于蓝而

胜于蓝的

“

富二代

”

老板也不乏其人

。

静下心来想一想

，

我们有没有老乡

、

朋

友

、

同学

、

战友

……

甚至不打不相识的

冤家

，

这些资源是否被我们进行过良

好的整合呢

？

这样一对比

，

我们看待老

板的眼光就会更加客观

。

我们总是太喜欢拿别人的一些小

事或者小毛病去大做文章

，

我们总是

喜欢用自己的慧眼去识别他人身上不

关痛痒的小痣

，

往往却忽略了自己心

理的重大疾患

。

有时不能理解老板的决定和对一

些事情的处理

，

或许是你和老板所处

的立场和角度不同

。

老板有老板的难

处

，

老板有老板的风险

，

老板有老板的

无奈

。

你可以遇到问题潇洒地说

“

不打

东家打西家

”，

可老板必须坚持

，

还得

尽快想出破解之道

；

你可以

“

旱涝保

收

”，

老板可能会盆满钵满

，

也可能是

倾家荡产甚至陷入牢狱之灾

。

老说白了

，

老板其实是一个职业

，

一个责任更大

、

压力更重的职业而已

。

这个职业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的

。

不妨学会欣赏你的老板

，

用赞许

的目光

，

用真诚的语言

，

用理解的微

笑

，

用理性的思考

，

用踏实的行动

，

从

大处着眼

，

去发现和感受老板身上的

闪光点

。

这样

，

或许更有利于你在职场

上成长

，

也不枉你与老板共事一场

。

（作者系深圳东方华策咨询公司

公司总经理）

【商兵布阵】

有些人以为欣赏和

赞美老板，是阿谀奉

承、阳奉阴违、拍马

溜须的举动。这种想

法是惯性而刻板的

成见。

什么是德意志精神

刘石

从多年前去德国留学时所得到的

震撼

，

到这些年在世界各地游走和对

比

，

再到最近重返德国深度体验和观

察所得到的感悟

，

使我一直在思考这

样一个问题

：

是怎样一种精神支撑着

一个民族能够在中世纪欧洲战场的中

心饱受摧残而不倒

，

在

1871

年德国统

一之后迅速崛起

，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

能够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对抗世界列

强

，

虽然最终失败但是又能很快从中

反省和再次崛起

，

认真履行战争赔偿

和主动援助弱国的责任

，

成为欧洲经

济的发动机和政治舞台的平衡器

？

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是建立在推理可以作为

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哲学思想

。

它崇尚理性

，

怀疑权威

，

相信逻辑

，

排

斥盲目

，

其本质反映的是科学和民主

的意识

。

理性主义从启蒙运动开始成

为欧洲哲学思想的主流

，

但是在实践

中运用得最好的是德国

。

德国的理性主义实践最早体现在

教育观和教育实践上

。

早在

18

世纪

末

，

普鲁士就立法推行义务教育

。

在普

鲁士还在向拿破仑支付巨额战争赔款

的时候

，

国王腓特烈

·

威廉拿出了最后

一点家底

，

并把豪华的王宫捐献出来

作为洪堡大学的校舍

。

同时他还承诺

，

国家将持续对教学和科研活动给予支

持

，

而且不干涉教育和学术活动

。

洪堡

大学开启了德国和欧洲现代大学教育

和科研相结合的先河

。

在

20

世纪初

期

，

约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被德国科

学家获得

：

伦琴

、

开普勒

、

普朗克

、

爱因

斯坦等

；

19

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

的其中两个

———

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

和转化定律

———

是德国人完成的

；

在

哲学界

、

思想界和音乐领域中

，

尼采

、

歌德

、

马克思

、

贝多芬等

，

如夜空中璀

璨的明星

。

德国的理性主义实践还集中体现

在其务实的政治立场上

。

德国政治家

既不像英国的职业政客紧跟在美国人

屁股后煽风点火

、

亦步亦趋

，

也不像崇

尚浪漫的法国人一样喜怒无常

、

忽左

忽右

。

在德国

，

无论是

“

基督教民主联

盟

”

当政还是

“

社会民主党

”

当政

，

德国

的政治立场历来是一贯的和务实的

：

党派政治必须为德国的经济发展

、

民

生福祉和环境保护服务

，

为世界政局

的稳定服务

，

因此以党派和局部利益

为重的极端主张和做法在德国都没有

市场

。

在德国

，

有政党但是没有政治明

星

，

党派政治为国家和民众利益服务

，

而不是塑造政治明星和

“

英明领袖

”。

德国的政坛如同德国的足球

：

虽然缺

少明星

，

但它是世界最好的球队

。

德国的理性主义实践渗透到德国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

从民众对于社

会公共秩序的认同和自觉遵守

，

到平

时朋友之间约会的守时

，

从公共交通

运行的正点率

，

到世界推广最成功和

普遍的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

从新技术

、

新能源的广泛应用

，

到学前和基础教

育体系的合理设置和规划

，

无不体现

了德国理性主义的光辉

。

也正因为如

此

，

德国没有经历过上世纪

70

年代的

大规模的罢工

、

学潮等西方发达国家

普遍经历过的躁动期

。

理性主义的结果是社会运转和管

理的标准化和流程化

，

而标准化和流

程化的结果就是社会整体运行效率和

可靠性的提升

———

这就是德国社会和

经济的发展能够平稳顺利和长盛不衰

的重要原因之一

。

严谨认真

这不仅仅是体现在德国人对于约

定时间的恪守

，

也不仅仅是德国工业

技术标准的高屋建瓴

，

而是德国人对

于

“

社会契约

”

的尊重和个人责任心的

体现

。

德国能够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败

国的地位上迅速崛起

，

与其工业产业

所采取的高标准和每一个德国人的恪

尽职守密不可分

。

在德国人的心目中

，

制造和卖出去产品不是目的

，

让用户

对产品质量满意

，

进而对产品和品牌

产生信任和依赖才值得引以为傲

，

并

成为每个德国人的职业目标

。

在技术

竞赛和商业竞争中

，

不断进步和战胜

自己才能最终赢得竞争

，

这就是德国

人严谨认真和一丝不苟的原动力

。

德国人并不急于求成

，

而是追求

品质和价值的卓越

。

在欧洲

，

一座规模

宏大的教堂往往要花费几十年甚至上

百年的时间才能建成

。

而在建筑的过

程中

，

人们的美学趣味和建筑风格已

经发生了变化

，

所以才会在教堂上留

下明显的美学年轮

。

一座大教堂的年

轮就刻在它的建筑风格上

：

它的底层

是罗马式的

，

而四座尖顶却是早期哥

特式的

，

随后的作品则是多种风格兼

具

。

在德国的许多城市

，

都有这样被打

上时间印记的教堂

。

二战后的德国

，

被分裂成两个国

家

，

满目疮痍

，

一片废墟

。

然而正是靠

着德国人坚强

、

严谨认真的品质

，

在废

墟上建立起了一个新兴的国家

，

并且

经济一跃成为欧洲第一

。

德国不但实

现了复兴和崛起

，

其经济发展模式也

非常健康

，

即使在欧债危机肆虐时期

，

德国经济仍能保持一枝独秀和持续增

长

，

并成为欧洲的

“

救世主

”。

自我牺牲

许多民族都在自夸

“

勤劳

”

和

“

勇

敢

”。

当其他民族认为勇敢即光荣时

，

德意志民族却视勇敢为责任

。

他们义

无反顾的献身并不是为了

“

成功

”

或

“

成仁

”

的荣耀

，

而是一种简单的责任

感

———

这是德意志民族有别于许多其

他民族的质朴无华的优秀品质

。

在

1939

年

，

当时的德国包括奥地

利和捷克苏台德区的全部日尔曼人口

不过

8000

万

，

但就是这区区

8000

万

人

，

在战争期间竟然动员出了

1700

万

人上前线

，

其中

600

万人战死在

50

多

个国家的战场上

，

这在其他国家是难

以想象的

。

战后一位前苏联作家曾出访西德

一座仅有十几万人口的小城

，

小城中

心广场的一块纪念碑上记录着

：“

二

战

”

爆发时这座小城把一万多子弟送

上前线

，

他们组成了一个师

。

战争期间

这个师三次遭到毁灭性打击

，

小城居

民又三次把它补充起来

，

到战争结束

时有三万多人再也没有回来

。

他们留

下的只有纪念碑上刻着的一句话

：

即

使我们全部战死

，

德意志仍将存在

。

德国夹在法国

、

奥地利

、

俄国和瑞

典等军事强国中间

，

中世纪以来多次

成为欧洲的主战场

，

这也造就了德国

人强烈的危机和忧患意识

。

因此

，

德国

对军事理论和兵员的素质要求极高

，

德国不仅出现了克劳塞维茨这样的军

事理论大家

，

德国在世界上率先建立

了军事参谋体系

，

德国还造就了一大

批卓越的世界级的军事将领

：

施利芬

、

隆美尔

、

古德里安

、

曼施坦因等

。

勇于担当

德国人对于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

反思和忏悔是发自内心的

，

他们对于受

迫害犹太人和其他受害国做了诚恳的

谢罪和认真的赔偿

，

德国对于新纳粹主

义和种族主义严防死守

，

绝不姑息

。

1953

年德国通过了

《

战争受害者

赔偿法

》，

1957

年又通过了

《

联邦赔偿

法

》

和

《

联邦还债法

》。

根据这些法律

，

德国在

2030

年之前要支付给受害人

1223

亿的德国马克

（

以当时的货币价

值计算

）。

1970

年

12

月

7

日

，

联邦德国前

总理勃兰特在向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

念碑敬献花圈后

，

双膝跪在纪念碑前

，

代表德国深切忏悔

。

这一跪感动了世

界

，

并被誉为

“

欧洲一千年来最强烈的

谢罪

”。

德国人的诚恳忏悔也赢得了世

界人民的谅解和尊重

。

德国还在首都柏林著名的勃兰登

堡门附近建立由

2700

根方柱组成的

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纪念碑

，

让世人永

远铭记这段黑暗的历史

。

德意志的民族精神是什么

？

它不

是张贴在墙壁上和悬挂在广场上空的

口号

，

它不是报刊和书籍里罗列的教

条

，

它也不是党派和企业领导人每天

不断重复的说教

。

身在德国

，

我能够清

晰感受到德意志精神的存在

。

德意志精神暗藏在广场

、

集市和

每一个社区角落人们的自我约束和勇

于担当的举止之间

；

它掩映在在博登

湖畔湖光山色和黑森林的小径边德国

人对于环境和子孙的关爱里

；

它洋溢

在在巴伐利亚州人淳朴

、

诚恳和友善

笑容中

；

它折射在海德堡渊博睿智的

教授们对于真理的探索和躁动不安分

的学生对于自由的渴望中

；

它沉淀在

新天鹅堡和科隆大教堂斑驳的一砖一

瓦上

；

它铭刻在超市中琳琅满目和高

质量的小商品上

；

它绣刻在班贝格和

罗登堡小镇的居民传统服饰上

。

德意

志民族以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为自豪

，

他们恪尽职守和兢兢业业

，

他们不满

足现状和不断超越自我

，

他们敏于思

、

慎于言和勇于行

，

他们自尊自爱和珍

爱生命

，

但是一旦需要

，

他们都会义无

反顾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

理性主义

、

严谨认真

、

自我牺牲和

勇于担当

，

这些就是德意志民族精神

的核心

。

德国的崛起不是历史的巧合和幸

运

，

也不是基于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委

身于强国羽翼下昙花一现的奇迹

，

它

是德意志民族自强不息

、

追求卓越和

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结果

。

（作者系种业专家，职业经理人）

【石氏关心】

理性主义、 严谨认

真、自我牺牲和勇于

担当，这些就是德意

志民族精神的核心。

德国的崛起不

是历史的巧合和幸

运，也不是基于丰富

的自然资源或委身

于强国羽翼下昙花

一现的奇迹，它是德

意志民族自强不息、

追求卓越和富有自

我牺牲精神的结果。

股市在改革、转型与增长中慢牛运行

汤亚平

本轮

A

股行情最大的看点莫过

于反弹演变成反转

，

最大的悬念莫过

于反转演绎成长期慢牛走势

。

什么是

慢牛

？

依笔者之见

，

慢牛就是股市在改

革

、

转型与增长中平衡发展

。

要理解这一点

，

必须先理清深化

改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

目前市

场普遍看法是改革红利在未来释放之

后

，

将会带来更持久的经济增长

，

但是

就短期而言

，

经济增长和改革之间是

一种负相关的关系

，

也就是改革难免

会带来短期阵痛

。

改革和增长之间是

否在短期内果真存在如此强烈的对

立

，

可能也未必

。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将

2014

年经济增长目标定为

7.5%

左右

，

和前两年的目标保持不变

。

这个目标

略高于市场预期

，

在此之前

，

市场普遍

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会从

7.5%

下调至

7.2%

甚至

7%

，

以便为改革预

留出一定的空间

。

李总理此前也亲自

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有关方面

反复测算

，

要保证新增就业

1000

万

人

、

城镇登记失业率在

4%

左右

，

需要

7.2%

的经济增长

。

那么

，

为什么增长目标还是定为

7.5%

左右

？

对此

，

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专门作了解释

，

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

国家

，

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发展

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

必须牢

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

保持合理

的经济增长速度

。

他进一步提出

，

要

“

把投资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

”，

中央预算内投资拟增加到

4576

亿元

，

重点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

、

农业

、

重大

水利

、

中西部铁路

、

节能环保

、

社会事

业等领域

。

两会之后

，《

国家新型城镇

化规划

（

2014～2020

年

）》

旋即出台

，

1400

多亿元的铁路投资计划被集中

批复放行

，

发出稳增长的明确信号

。

除政府投资外

，

鼓励民营资本的

投资积极性已成为今后几年的政策重

点

。

在央企国资改革中最引人关注的

是打破国企垄断

，

近期石油化工和电

力等传统垄断行业纷纷传出向社会资

本开放的消息

，

既是为了打破垄断

，

也

是为了提高民营资本的投资积极性

，

在经济下行周期为稳增长贡献力量

。

由此看来

，

有两点值得重视

：

第一

点

，

银行收紧对过剩产能的贷款

，

货币

政策向小微企业倾斜

，

能够在短期内

拉动投资增长的制造业

、

房地产和政

府投资

“

三驾马车

”

中

，

唯有政府投资

更具短期刺激效应

。

预计在未来几年

内

，

保障房和轨道交通建设等仍将是

政府投资的主力

，

与其他领域比

，

这两

大领域暂时还不会引发更多的产能过

剩

，

既能弥补民生和历史欠账

，

又可以

刺激经济增长

。

把钱用在刀刃上的投

资不仅能产生质量和效益

，

而且能稳

经济促改革

；

第二点

，

向改革要红利的

市场预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改

革本身就是解放生产力

，

深化改革打

破垄断

，

从而增添新的增长动力

；

二是

改革红利释放可以提振投资者信心

，

激发投资积极性

，

为稳增长贡献力量

。

关于深化改革与经济转型的关

系

，

中央的提法是

，

今年是经济转型的

改革元年

。

这个表述

，

一方面表明改革

与转型是相向而行的

，

另一方面又强

调改革对经济成功转型的重要性

。

在

经济下行周期

，

居民工资收入增速放

缓

，

股市长期疲软

，

居民财产性收入也

难见增长

，

在工资和财产性收入双双

放缓的背景下

，

指望中国经济向消费

转型自然是难以期待

。

有经济学者认

为

，

如果能够通过大幅减税和收入分

配改革等提高居民收入

，

通过股市和

土地改革为城乡居民释放更多财产性

收入

，

改革和经济增长之间也会打破

跷跷板负面效应

，

改革和转型的短期

阵痛或许也会轻松许多

。

值得重视的是

，

促使经济成功转

型因素中

，

向消费转型不是惟一因素

。

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继

续提高

，

增速继续快于工业

，

意味着中

国经济正在由原来的工业主导型经济

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变

，

这种趋势将

对中国经济增长

、

就业以及各个方面

带来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

可能使增长

速度趋于下滑放缓

，

而就业弹性可能

会趋于提高

，

有利于促进收入的分配

。

换言之

，

经济景气因素不是牛市发生

的唯一因素

，

因为

，

即使经济增速放

缓

，

作为股市风向标的就业

，

也可能会

趋于提高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