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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木求鱼】

大 不 列 颠 闹 “分

家” ， 也不是一次两

次了，还没看够吗？

【广深今谈】

相关部门唯一要操

心的是：如何管住干

部们公款吃喝的嘴。

人情价

王国华

余大先生去找无为州知州

，

希望

他能照应一下自己

。

两人是旧相识

，

现

在老友荣任地厅级领导

，

余大盘算应

不虚此行

。

这位知州果然念旧

，

但他跟

余大说

，

我到任不久

，

还没来得及刮地

皮

，

没钱给你

。

不过而今我手头有一个

官司

，

你替其中一方说个情

，

我准了

你

。

这人家可以出得四百两银子

，

有三

个人分

，

你可以分得一百三十多两银

子

，

你看咋样

？

余大先生一听

，

心中欢

喜

，

谢了知州

，

出去会见那个叫风影的

人

，

告知对方

，

自己有能力说动知州

。

这是一件人命案

，

风影求之不得

，

当即

谈妥

。

余大很快银子到手

，

辞别知州收

拾行李回家

。

这是

《

儒林外史

》

第四十四回中的

一个情节

。

初读此处时感觉知州在脱

了裤子放屁找麻烦

。

不就是要给余大

一点钱吗

？

正好风影愿意花钱贿赂

，

自

己直接收过来转赠余大岂不更省事

？

后来从今人角度考虑

，

原因可能如下

：

知州有心贪赃枉法

，

但不敢明目张胆

，

于是找一白手套把钱拿回来

。

万一某

天查下来

，

自己最多算是渎职

，

不算贪

赃

。

但这种考虑在古代似乎意义不大

。

我国古代从上至下断案随意性很强

，

权势的力量远远超过所谓的证据

。

他

们不会过多在渎职和贪赃这种字眼上

纠缠

，

只要认为你犯了罪

，

想收拾你

，

有大把的理由

，

甚至不需要理由

。

因此

知州让余大说情

，

就是刻意卖他一个

人情

。

亦即

，

余大的老脸值一百三十多

两银子

。

《

儒林外史

》

第二十四回中

，

向知

县被人告发

，

戏子鲍文卿在按察使面

前替向知县求情

。

按察使准了

，

并说

，

如今免了向某人一个

“

革职

”，

他却不

知道是你救他

。

我如今将这些缘故写

一个书子

，

把你送到他衙门里去

，

叫他

谢你几百两银子

，

回家做个本钱

。

这鲍

文卿持信来到向府

，

说明原委

，

向知县

果然要给他钱

。

鲍文卿坚辞

，

但也讨了

向知县一个大大的人情

，

从而得到了

他以后的关照

。

人情就是钱

，

可以明码标价

，

从古

到今的人们都深谙此道

。

这件事本来

应收十块钱

，

但你出面了

，

就要打个八

折或者六折

，

即所谓的

“

人情价

”。

我要

不给你这个面子

，

你就会生气

，

甚至找

机会报复我

。

某县城一个官员过高速

公路收费站时

，

表明身份

。

但收费员坚

持收费

，

遭到官员一顿暴打

。

其实官员

不差这点过路费

。

他气愤的是

，

我都报

上名号了

，

难道我的名号不值这几十

块钱

？

你还讲不讲

“

人情

”？

有些官员下

台后到一些企业谋职

，

其实企业根本

不需要那些官员的专业知识

，

再说他

们有没有专业知识都难讲

。

企业需要

的是他这张脸

，

毕竟官场浸润多年

，

卖

卖老脸也值几个钱

，

随便省下来的就

够给他开支了

，

总体上还是合算

。

某些

在位高官的子女亲戚更有

“

人情

”，

买

地打折

、

买紧俏物资打折

，

折扣高得让

人瞠目结舌

，

跟白送一样

。

空手套白

狼

，

转手就赚钱

，

真金白银地入账

。

你

敢说人情不值钱

？

据说

，

有些商人专门

到某些高官的故乡办一个身份证

，

起

一个跟高官相近的名字

，

让人模模糊

糊地感到他跟高官有亲戚关系

，

然后

到高官就职的地方做生意

，

果然一路

绿灯

，

人人给面子

，

处处可打折

。

现在

反腐行动如火如荼

，

但愿早日把这些

现象消除掉

。

按上面说的

，

情义都可以拿来卖

钱

，

好像中国人很重情义

。

其实不然

，

说穿了

，

就是规则不值钱

。

规则似乎很

多

，

但大家都视规则为无物

，

不重视明

规则

，

只重视潜规则

，

拿不值钱的东西

套现点在潜规则中居于重要地位的

“

人情

”

也就不足为奇了

。

如果纪律严

明

，

你把规则打了折扣

，

卖给某人一个

“

人情价

”

你就死翘翘

，

或者让你失业

，

你还敢不敢

？

所以人情价归根结底来

源于无风险

。

《

儒林外史

》

中

，

余大和无为知州

因为这起人命案受到了调查

。

但这种

调查具有偶然性

，

不是制度上的制约

，

有点

“

谁碰上谁倒霉

”

的意思

。

而且当

事人余大顺利躲过调查

，

照样吃喝玩

乐

，

来往应酬

，

生活并没受多大影响

，

后来甚至还当上了徽州教育局长

。

看

来

，

他这个人情买卖做得还是挺值得

。

(

作者系深圳作家

)

指导定价与权力越位

今纶

日前

，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

以下

简称

“

林园局

”）

表示

，

流花湖公园

11

个餐饮项目已关闭

8

个

，

剩下

3

个被

要求降价

。

流花湖公园的餐饮项目过

多过高档的问题

，

曾被作为

《

人民日

报

》

批评报道的典型

。

流花湖公园是广州较为知名的公

园

，

地处相对繁华地段

，

周围人流密

集

，

但又闹中取静

。

因此在风声不太紧

的情况下

，“

某局

”“

某处

”

出席宴会

，

迎

来送往确实是常见情况

。

这当然是一

种权力的放肆

：

在公园内的酒楼公款

吃喝

，

结账完毕还有司机接送

，

这种现

象早就应该被终结了

。

一座公园内有

11

个餐饮项目

，

确

实有点多

，

在合同结束的前提下

，

关掉

一些

，

改造成园林和绿地

，

是不错的方

案

。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

政府要有契约

精神

，

要知道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

不能

以权力的张扬去终结权力的放肆

。

流花湖公园

11

个餐饮项目关闭

8

个

，

剩下

3

个被要求降价

，

这就是一

个权力张扬过度的结果

。

林园局要求

剩下的

3

个餐饮项目降价销售菜品

，

依据是什么

？

合同里面规定了可以由

林园局指导餐厅的菜品定价吗

？

林园

局不过是一个业主单位

，

人家租了这

个地方来做餐馆

，

只要是正当经营

，

一

盘菜卖多少钱难道不是餐馆老板的自

由吗

？

卖得太高

，

无人买单

，

他自然会

降价

。

卖得太低

，

赚不到钱

，

他自然会

涨价

。

哪有林园局指导人家餐厅定价

权的道理

。

再说了

，

林园局给人规定了

“

指导价

”，

万一要是餐馆老板亏损了

，

林园局包赔吗

？

林园局如果包赔

，

这钱

从哪里来

？

纳税人答应吗

？

如果林园局

不包赔

，

难道餐馆老板们是来流花湖

公园做活雷锋的吗

？

业主单位只有选

择不续租的权利

，

别的权利真没有

。

林园局这般

“

热情指导

”

餐厅定价

权

，

其实也是一种权力的越位

。

为了迎

合目前的某种大气候

，

为了获得更多

的市民

“

点赞

”，

有点用力过猛

，

餐馆老

板们如果要较真打官司

，

这官司谁输

谁赢还真不一定

。

政府部门不要以为自己的某些举

措是

“

为了市民好

”，

就可以逾越权力

的边界

，

你今天可以要求餐馆老板们

卖低价菜

，

明天就可以要求市民服从

大局牺牲个人利益

，

这里面的道理是

相通的

。

从长远看

，

不但坏了规矩

，

而

且让政府的权力欲愈加膨胀

。

另外

，

经过

“

整肃

”

之后的流花湖

公园餐饮项目真的就一定符合游客的

需求了

？

游客的收入本来就是分层次

的

，

既然流花湖公园还是允许餐饮项

目存在

，

在这个前提下

，

就必须面对现

实

。

林园局要求剩下的

3

个餐饮项目

降价销售菜品

，

其直接的结果无非是

两个

：

其一

，

就餐者增加

；

其二

，

菜品的

质量有所下滑

。

因为

，

商家不可能做赔

本的买卖

。

这完全就是走计划经济的

老路啊

！

富裕且有闲的阶层愿意支付更多

钱去获取一个相对高档相对清雅的吃

饭空间

，

顺便还带动了

GDP

和社会就

业

，

餐馆老板也许会赚得多一点

，

其实

是一个多赢的结局

，

他们的要求其实

也不该被忽视

。

说到底

，

把经营的策略

还给市场和餐饮老板们就可以了

，

其

他的

，

相关部门不要操心

。

相关部门唯

一要操心的是

：

如何管住干部们公款

吃喝的嘴

。

干部们当然可以以普通市民的身

份到流花湖公园吃饭

，

但是不要用公

款

，

不要用公车

，

在公园里

，

他们也同

样享有普通市民的权利

。

（

作者系广州政经评论人士

）

【儒林经济】

人情就是钱，可以明

码标价，从古到今的

人们都深谙此道。

垂直领域O2O缘何成投资机构香饽饽

无笔秀才

中国的

VC

投资圈集群现象非常

明显

，

趟过了手游的

“

血海

”，

大家都开

始游

O2O

的

“

红海

”。

也许是因为目

前中国的投资机构和天使投资人实在

太少的缘故

，

抢赛道的现象尤为明显

。

O2O

经过这么多年的概念与实践

，

随

着各行业的

O2O

闭环逐渐形成

，

好

的项目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冒了出来

。

垂直领域的

O2O

项目则成了投资机

构争抢的

“

香饽饽

”。

手游套死了多少基金

，

整懵了多

少创业青年

？

最新数据显示手游公司

中仅有

3%

的盈利

，

其余的挣扎水生火

热之中期待投资机构的拯救

，

而这些

挥着翅膀的人却把目标移向了

O2O

的垂直领域

。

投资机构青睐垂直领域

O2O

项目的原因何在呢

？

笔者认为有

以下几点

：

用户价值高度聚焦

，

垂直领域的

用户就是具有同一属性的消费人群

，

这种高度一致的价值属性很容易进

行数据的分析

，

从而产生更高的增值

收益

。

比如刚获得

1500

万人民币风

投的汽车钣金快修连锁店

“

有一手

”，

几乎所有用户都是车主

，

他们把传统

的汽车维修服务互联网化

，

通过互联

网工具将用户聚焦

，

再通过对用户的

用车习惯和维修数据

，

制定出更好的

方案和增值服务

。

这是典型的汽车维

修行业的

O2O

模式

。

对一个专业领

域来讲

，

一个行业高度吻合的用户比

散户的价值至少要大

10

倍

。

垂直领域壁垒高

，

O2O

主要体现

在本地化服务

，

在有限的商业空间里

，

有

O2O

意识的企业主并不多

，

而且

刚好有团队和资源来做这件事情的人

就更少了

。

在一个区域有人通过资源

整合与运营

，

打造出一个垂直领域的

O2O

的旗帜

，

后面的人基本很难追

上

。

一旦行业的壁垒形成

，

很有可能出

现一直被模仿的情况

。

当然如果加上

资本的运作和互联网投资领域的专业

指点

，

短期内被复杂的可能性是很小

的

。

这也是

O2O

特有的性质造成的

，

对于投资者来讲这是一种少见的风险

很低的好项目

。

电商

O2O

化

，

最后

1

公里一直

是各大电商企业正在努力突破的瓶

颈

，

O2O

就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

如

果在垂直领域就更快捷了

。

垂直领域

O2O

在产品

、

服务

、

物流等方面都高

度集中这个行业特性

，

而这种特性是

大宗电商无法去精细化运作的

，

垂直

行业的

O2O

就可以做到全产业供应

链的最优化结构

。

这样使得电商的效

率更高

，

并可以大大缩减成本

。

电商的

O2O

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

电商

是解决能不能的问题

，

而

O2O

则是

解决有没有的问题

，

两者相加即为

“

天

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

从投资的长远角

度来看

，

这一点是投资机构抢赛道最

看重的一点

，

多少投资机构因为曾经

的

“

无赛道

”

意识

，

在电商领域看着别

人分得盆满钵满而眼红

，

而

O2O

又

被誉为接下来最大的互联网金矿

，

他

们没有理由再错过

。

离钱近流水稳

，

O2O

之所以找到

了闭环

，

是因为打通了支付

，

线上选购

与下单

，

线下服务与支付

。

其核心就是

产生了现金流

，

电商的现金流几乎都

是在线上

，

而

O2O

的现金流则有可

能是真正线下的现金

。

这一点适用于

所有

O2O

项目

，

也是投资机构最喜

欢的原因之一

。

做离钱近的生意终究

一天你会有钱

，

做现金流稳定的生意

你永远不用担心缺钱

。

近段时间

，

垂直领域

O2O

项目

获得风投的很多

，

除了有一手之外

，

雕爷新项目河狸家也获得

IDG

两轮

数百万元人民币的投资

，

智课网也获

得百度千万美元的风投并强势拓展在

线教育

O2O

领域

。

据统计在房地产

、

汽车

、

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

，

有大量

的公司在进行

O2O

的布局

，

接下来

我们可能看到一个又一个的资本传

奇

。

资本去哪里

，

说明哪里火

，

资本去

了哪里

，

哪里就会更火

。

O2O

不是互

联网大佬们的天下

，

O2O

也不像传说

中的那么高大上

，

在垂直领域具有本

地资源沉淀的企业有更强的优势

，

一

旦实现商业闭环

，

遇到合适的资本推

动就会大有可为

。

（

作者系互联网投资人

）

【键走偏锋】

离钱近流水稳，O2O

之所以找到了闭环，

是因为打通了支付，

线上选购与下单，线

下服务与支付。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木木

卡梅伦的眼泪总算没有白流

；

正

如一位家规一贯方正的家庭主妇

，

英

格兰深情款款

、

把利害关系条分缕析

而又不失威严的

“

临别

”

告白

，

终于羁

绊住苏格兰这个

“

叛逆少年

”

离家的脚

步

。

随之

，

全世界似乎都松了一口气

。

不过

，

松口气或许仅仅是暂时的

，

一方面

，

苏格兰政府首席部长萨蒙德

在辞职之前放言

，“

160

万人支持独

立

，

这并不是寻常之事

。

这反映了我们

仍在走向独立的路上

”。

另一方面

，

苏

格兰的

“

演出

”

结束后

，

就该轮到英格

兰兑现此前的承诺了

，

如果一切进展

顺利

，

将有更多的权力被让渡给苏格

兰并进而普惠于威尔士

、

北爱尔兰

；

随

着英格兰的权力以及背后的凝聚力被

“

摊薄

”，

大不列颠王国或将日益走向

一个联系更为松散的联盟

，

而这样一

个联盟

，

阻碍或迟滞

“

兄弟们

”

散伙的

力量将大为削弱

。

初一躲过了

，

十五能

不能躲过去

，

成了未知数

。

其实

，

最近几十年来

，

这个世界

上

，

闹独立

———

或成功

、

或失败

、

或仍

在不懈坚持着

———

的国家很是不少

，

但若论翻起的浪花儿

，

本次英格兰

、

苏

格兰的

“

分家演义

”

绝对能配得上佼佼

者的

“

美誉

”。

为什么会这样呢

？

作为一

个

“

搅局老手

”、“

拆家能人

”，

居然也会

鬼使神差地遇到同样的难题

，

围观的

人就一定少不了

———

既有惺惺相惜

者

、

同病相怜者

，

或扼腕叹息

，

或紧张

得直咽吐沫

，

当然咬牙切齿

、

幸灾乐

祸

、

甚而摩拳擦掌的人也少不到哪去

。

不过

，

世界飞速发展

，

人们的时间

都宝贵得很

，

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

大

可不必如此劳心费力地花时间围着这

两个

“

格兰

”

议论纷纷

、

指指点点

，

因为

大不列颠闹

“

分家

”，

也不是一次两次

了

，

还没看够吗

？

在人类的历史上

，

夺到过

“

日不落

帝国

”

王冠的

，

至今也只有

“

女王陛下

”

了

。

但这顶

“

上帝之冠

”

实在沉重得很

，

得来不易

，

失去却容易得多

。

从北美的

“

独立战争

”

算起

，

到

“

一战

”、“

二战

”

的

捶打

，

再历经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

四面围攻

，“

日不落帝国

”

不但国土面

积几乎被打回到原形

，

曾经

“

要风得

风

、

要雨得雨

”

的全球影响力

，

也从根

本上遭受到削弱

。

一个得人心的

“

帝

国

”、

一个出类拔萃的制度

，

大约是断

断不会遭逢如此命运的吧

。

鉴于历史故事的精彩纷呈

，

本次

“

公投

”

的看点

，

也不过

“

窝里反

”

罢了

；

如果考虑到苏格兰乃至北爱尔兰闹了

早已不是一天两天的现实

，

这次引起

全球瞩目的

“

演义

”，

就注定也不过是

一次程序化的例行演出

。

而演出一旦

进入程序化的轨迹

，

就一定难逃被

“

漠

视

”

的命运

———

既然程序如此

，

又何须

大惊小怪呢

？

那么

，

英格兰能跳出这

“

历史的

程序

”

吗

？

还真不好说

，

因为经验告诉

我们

，

只要不换程序员

，

既有的程序

架构就只能修修补补而绝无彻底更

新的可能

；

而不彻底更新

，

也就绝难

迎来一个新境界

。

这或许就是宿命的

威力

。 “

大不列颠程序

”

的一个支点是

“

打楔子

”———

当然是在别人家里

。

这

种

“

损人利己

”

的设计思想

，

看似能最

大限度地占尽便宜

，

但从历史演进的

严肃性看

，

最终往往难免就遭到最彻

底的清算

，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

谁也

不会比谁傻多少

，

也没有什么人总能

得到上天的眷顾

。

在一干围观者中

，

欧洲大陆上的

几个老牌国家最终都松了口气

，

全世

界都听到了

。

但还是不要高兴得太早

，

鉴于

“

大不列颠程序

”

的本性

，

一个团

结一致

、

生机勃勃的欧洲大陆

，

与这个

“

程序

”

具有天然的冲突性

。

真正的历

史从来不会说谎

———

一个拒绝欧元

、

与欧盟也离心离德但偏偏醉心于北约

的英格兰

，

值得认真对待

，

现在远不是

松气的时候

。

不过

，

也不用过于担心

，

毕竟

，

时

代不同了

，

形势不同了

。

在联合

、

团结

、

统一成为世界潮流的历史背景下

，

许

多抱残守缺的想法和手段

，

也就注定

了终遭历史遗弃的命运

。 “

大不列颠

”

变不变

，

是它的事

，

大可平常待之

；

历

史潮流并不会因了它的不变与一些围

观者的多愁善感而改变自身的流向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