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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木求鱼】

在这个缺乏担当的时

代， 许多人都会本能

地小看着自己， 大看

着外物。

【商兵布阵】

重视人才真的上升为

公司的战略了吗？ 看

看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在公司的地位和重要

性就知道。

“伙计” 考

黄波

《

金瓶梅

》

中有一个戏份极少也罕

有人注意的小人物

，

算是当年的

“

屌

丝

”

了

。

第九回

，

且说武松探得哥哥被害

详情

，

怒发冲冠

，“

一直走到西门庆生

药店前

，

要寻西门庆厮打

。

正见他开铺

子的傅伙计在柜身里面

，

见武二狠狠

地走来

，

问道

：‘

你大官人在宅上么

？ ’

傅伙计认的是武二

，

便道

：‘

不在家了

，

都头有甚话说

？’

武二道

：‘

且请借一步

说话

。 ’

傅伙计不敢不出来

，

被武二引

到僻静巷

。

只武二翻过脸来

，

用手撮住

他衣领

，

睁圆怪眼

，

说道

：‘

你要死

，

却

是要活

？ ’……”

猝然之间遭到武松凶神恶煞地逼

问

，

傅伙计慌了手脚

，

说道

：“

都头息

怒

。

小人在他家

，

每月二两银子雇着小

人

，

只开铺子

，

并不知他们闲账

。……”

傅伙计的这一番答话貌似简单

，

但蕴藏着丰富的信息

。

余英时先生在

《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

中认

为

，“

伙计

”

制度是一种全新的商业经

营组织方式

，

以前中国商业史上尚无

其例

，

其对明清商业的发展具有特殊

的重要性

，

这些从事商业活动的伙计

是中国经营管理阶层的前身

。

如此看

来

，

这个每月从西门庆那里得到二两

银子雇钱的小人物

，

实在并不

“

小

”。

《

金瓶梅

》

一书产生于何时

，

虽然

至今学界尚有争议

，

但一个大致的时

段还是可以论定的

，

即

《

金瓶梅

》

所反

映的是明代嘉靖

、

万历时期的政治

、

社

会

、

经济和风俗史

，

成书年代也应在万

历年间或稍后

。

而

“

伙计

”

一词也恰恰

出现于明代的中晚期

。

探究

“

伙计

”

一词的辞源

，

明万历

年间的沈孝思在

《

晋录

》

中称述山西商

人时说

：“

平阳

、

泽

、

潞

，

豪商大贾甲天

下

，

非数十万不称富

，

其居室之法善

也

。

其人以行止相高

，

其合伙而商者

，

名曰伙计

。

一人出本

，

众伙共而商之

，

虽不誓而无私藏

。”

后来成为明遗民的

归庄在

《

洞庭三烈妇传

》

一文中记录了

江苏洞庭山一个名叫叶懋的伙计的故

事

，

归庄写道

：“

凡商贾之家贫者

，

受富

者之金而助之经营

，

谓之伙计

。

叶懋婚

仅三月

，

出为同宗富人伙计

。 ”

沈孝思曰

“

一人出本

，

众伙共而

商之

”，

归庄曰

“

受富者之金而助之经

营

，

谓之伙计

”，《

金瓶梅

》

中的傅伙计

由西门庆

“

每月二两银子雇着

”，

可以

看出一个事实

：

出本金的富人与伙计

之间是一种劳动雇佣关系

，

不存在人

身依附

，

实相当于今天的

“

老板

”

和

“

员工

”。

傅伙计曰

“

只开铺子

，

并不知

他们闲账

”，

此言甚妙

，

试想一下

，

今

日私企老板若是因包小三而后院起

火闹得不可开交

，

手下员工可曾会去

掺合

？

断然不会

，

除非其与老板另有

外界不知的某种关系

。

何故

？

很简单

，

员工只是受雇为老板经营生意而已

，

没有管其他

“

闲账

”

的义务

。

同理

，

对

西门庆来说

，

傅伙计不是他的家人

，

更不是他的奴仆

。

余英时说伙计制度

是中国商业史上全新的经营组织方

式

，“

新

”

意大概正在这里

。

傅伙计到底是什么人

，

又为什么

会被西门庆相中

，

可能由于离题旨太

远

，《

金瓶梅

》

作者未予交待

。

但参考各

种野史笔记就会知道

，

不论山西还是

江苏

，

伙计多来自宗族或亲戚子弟

。

在

传统社会里这是理所当然之举

，

毕竟

宗族或亲戚子弟看上去更值得信任

。

信任宗族或亲戚子弟

，

委托其经营

，

“

老板

”

与

“

伙计

”

形成一种新的商业组

合

，

余英时称其为

“

中国从传统到现代

的一种过渡方式

”，

确有道理

。

傅伙计为西门庆经营药店

，

每月

领二两银子

，

如果考虑物价水平

，

按照

购买力计算

，

这二两银子大概相当于

今天

2014

年的

800

元人民币

。

都够不

上最低工资标准了

，

委实低了一点

，

或

许是西门庆这个老板过于抠门

，

但更

可能是如傅伙计一般的员工

，

以其资

质和能力

，

当年就只是这样一个薪酬

水平

，

西门庆不过随行就市而已

。

另外

尤其不能忽略

，

老板于伙计

，

年底几乎

毫无例外都会发放一笔分红

，

即使是

犯了错误甚至准备来年解雇的伙计

，

这笔分红也断不会少

。

只要是自主的经济体

，

老板对员

工从来都不会放弃激励的机会

。

（

作者系湖北杂文家

）

重视人才就得学会分享利益

周家兵

人力资源的成本在不断上升

，

明

年的规划就排在眼前了

。

很多企业开

始思考如何降低成本

，

如何追求企业

获利的最大化

。

可员工却有着自己的

考量

：

辛辛苦苦一年到头

，

年终奖有多

少

？

如何发放

？

不会是公司的滞销产品

吧

？

谁也没有错

，

考量的角度不同

，

衍

生出一个管理上的长远思考

：

重视成

本重视人才

，

还得学会分享利益

。

这个时代不缺资金

，

不缺项目

，

不

缺利润

，

不缺创新

，

就缺人才

。

重视人才真的上升为公司的战略

了吗

？

看看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公司

的地位和重要性就知道

，

看看公司对

于人才的绩效考核和测评项目就知

道

。

企业在投资设备

、

厂房等硬件方面

往往是大手笔

，

挥金如土

。

而聘请职员

或高管时

，

往往讨价还价

，

死抠等手段

层出不穷

。

正如一位职业经理人在一

次

HR

论坛上感叹

，

如果企业主们把

用在死抠我们的待遇和福利上的心

思

，

用在公司经营战略上

，

该多好啊

！

用人成本高

，

不可否认

，

可人才

“

成本

”

意识太强

，

甚至到了斤斤计较

的地步

，

对企业长远发展极为不利

。

有

的企业主为了节省用人成本

，

把不同

部门的工作交给同一个人做

，

或者同

一个部门只聘一两个员工

，

对员工要

求非常苛刻

，

待遇也不高

，

导致员工产

生不良情绪

，

积极性也大大降低

。

似乎每一位企业主都深知人才的

重要性

，

那么

，

为什么却在利益方面不

能大方地分享呢

？

究其原因

，

有两个方

面

。

第一

，

很多企业主喜欢感情用事

。

挖人才的时候

，

什么承诺都给

，

只要你

能来我企业

，

承诺股份

，

承诺分红

，

承

诺房车

，

承诺如天上星星数不清

。

没有

经验的职业经理人往往会被企业主的

“

真情

”

所打动

，

拼老命地干

，

年底却得

不到企业主开始的承诺

，

就泄气甚至

策划年后跳槽

“

叛逃

”。

有经验的职业

经理人笑眯眯地看着企业主表演

，

实

际工作中总会

“

悠着点

”

干

。

年底

，

理所

当然目标的达成大打折扣

。

企业主就

说你能力不行

。

结果就是之前的所有

承诺不兑现

———

也没法兑现

。

企业主

们应该用制度和文书来约定双方的

责

、

权

、

利

，

财务报表内部公开透明

，

出

现问题高层管理团队共同讨论解决

。

不是做甩手掌柜

，

不是做旁观者

，

更不

可做时不时插一手的

“

第三者

”，

造成

多头管理

、

重复管理

。

必须明确各自的

权限范围

，

包括利润的分享和亏损的

分担

，

成果和后果都要按照双方提前

约定的比例来分享和承担

。

第二是

，

一旦双方发生这类纠纷

，

相关的政府机构

、

协会

、

民间调解机构

的协调跟不上

，

往往变成单一的

“

劳资

纠纷

”。

把这一问题简单化了

，

在多次

这样的案例之后

，

职业经理人变得

“

聪

明

”

起来了

。

他们怎么都不能把自己当

成企业的

“

主人

”，

他们总是警惕地把

自己当成

“

打工的

”

来看待

，

这样的心

态

，

这样的思维

，

这样的角度

，

又怎么

能让他们真正身心

“

切入

”

企业呢

？

企

业的绩效

、

利润

、

管理

、

发展等

，

又怎么

能真正深入到他们的心呢

？

反过来

，

企

业主抱怨现在的员工们缺乏责任心

，

只想着要高工资好福利

，

没真正为企

业着想

。

这种错位

，

目前已经形成职场

的困境

，

企业主用人的困惑

，

将严重影

响着企业的发展

。

所以

，

企业主应主动

站出来

，

拿出诚意

，

用制度

，

用契约来

对等的沟通和商谈

，

将企业的成本控

制和利润分享

，

作为双方合作的共同

目标来面对

，“

先小人后君子

”、“

君子

和而不同

”，

把责权利提前挑明

，

明确

规定

。

把企业盈利的目标作为双方共

同的目标

，

把利润按照比例来让团队

共同分享

，

满足各自不同的利益

。

这是一个需要合作的时代

，

更是

一个需要共赢的时代

。

（

作者系深圳市东方华策公司总经理

）

【金瓶商话】

只要是自主的经济

体，老板对员工从来

都不会放弃激励的

机会。

假若耕地可以自由买卖

余胜良

中国人财富飞跃

，

经济发展是发

动机

，

房产升值是助推器

。

中国人的财富很多不是干出来

的

，

而是房本生出来的

。

比如说原来值

10

万的房子突然值

50

万元

，

整个城

市的财富也跟着爆炸了

。

耕地还不能交易

，

如果有一天可

以

，

是不是意味着财富再一次飞跃

？

谁也无法预估这是多么大一笔财

富

。

不过现在大家普遍对耕地价格抱

有很高预期

，

主要是因为房价高

，

房产

商拍得的土地价格不低

。

而实际上

，

这

些被拍卖的土地位于城市周边

，

沾着

城市化的荤腥

，

大部分农田则没这种

福分

。

有许多古今中外的例子

，

可以供

我们做参考

。

最近十年英美土地价格

翻倍

，

上好的土地价格折合人民币

1

万元

/

亩

，

即便如此

，

这样的价也会让

中国人觉得偏低

。

当然还有一种估值方法

，

就是收

益法

。

中原地区地租是

1000

元

/

亩

，

折

合

20

倍的市盈率

，

土地售卖价格为

2

万元

/

亩

。

以此计算

，

按

18

亿亩耕地红

线计算

，

中国耕地市场的估值为

36

万

亿元

，

一举超过了

A

股总市值

，

目前

A

股股票总市值大约

34

万亿元

。

当

然

，

中国有不少耕地租金达不到

1000

元

/

亩的水平

，

36

万亿元的估值也有

一些水分

。

这种价格还会有人觉得低

，

但中

国历史上地价和租金的比值通常不超

过

10

。

1939

年中国地价与货币地租的比

值在

10

以下

，

用

7~9

年的地租就可以

抵充购地的钱

，

少数地方只有

5~6

年

。

1945

年衡阳抗日保卫战前后

，

山区人

多地少的溪谷平地

，

农地价一般为年

总产量的

3

倍左右

，

若以

3

倍估值

，

按

照目前中国农田年产值

2000

元

/

亩计

算

，

每亩耕地只能卖

6000

元

。

与之相

比

，

2

万元的估值相当高

。

当然也有农地价格高得吓人的

。

日本

、

韩国和台湾地区农田价格高

，

台

湾地区新竹的农田出售价格普遍在

100

万元

/

亩以上

。

截至今年

6

月底

，

中国人持有的韩国济州岛土地面积达

592.2

万平方米

，

地价达到

5807

亿韩

元

(

约合人民币

35.25

亿元

)

，

折合

40

万元

/

亩

。

2000

年

，

日本农地价格是美

国的

113

倍

。

假若中国耕地也是这样估值

，

那

么农村人将和城市人一样享受一次财

富飞跃

。

但上述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

位于岛屿或半岛

，

土地面积狭小

，

对农

产品过度保护造成国内农产品价格

高

，

土地收益偏高

。

高地价也有很多坏

处

，

就是土地无法集中

。

中国人对土地的苛求

，

可能会带

来土地炒作风潮

，

土地价格并不仅仅

根据其能带来的收益计算

，

而跟社会

上对应多少财富有关

。

旧时土地价格

不高

，

可能是因为资本本来就少

，

现在

到处是钱

，

拿来做防守投资的人一多

，

就不一样了

。

所以耕地价格可能不止

20

倍地租价

。

也许炒高土地价格

，

就跟炒高房

地产一样对实体经济不利

。

但市场就

是如此

，

现在的农田年租金和年收益

几乎相当

，

租一亩地要

1000

元

，

净利

润还没有

1000

元

。

封建社会很警惕土地集中

，

对放

高利贷也很警惕

，

因为这两者都会使

自耕农破产

，

财富加速聚集

，

从而破坏

统治根基

。

土地流转自然会造成一部

分土地集中

，

但今时和旧时已不同

，

旧

时大多数人离开土地就没了活路

，

今

时谋生方式多

，

大多数人即使没了土

地照样生活很好

。

如果耕地可以自由买卖

，

自然有

不少人想用来盖房

，

过一把住大房子

的瘾

，

这种想法很难实现

，

因为政府会

严格限制土地用途

。

对农业怀有美好期望的人

，

或者

将农业视为安身立命根基者

，

可能都

会对耕地价格失望

。

财富随着人游走

，

人到哪儿

，

财富就集中在哪里

，

长远

看

，

农村人只会越来越少

，

土地价格

，

还是靠土地上的产出说了算

。

当然

，

如果现在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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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飞到

穷困的中国乡民手中

，

还真是一笔不

小的财富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念念有余】

长远看，农村人只会

越来越少， 土地价

格，还是靠土地上的

产出说了算。

医者重在自医

木木

小时候生病

，

无论是在院内的卫

生所还是院外的正规医院看病

，

感觉

医生办公室里的药品柜简直就是一个

宝库

，

里面放满了大大小小

、

形态各异

的瓶瓶罐罐

，

里面装着五颜六色的小

药片儿

，

好看极了

。

看完病

，

医生们取药的时候

，

动作

似乎也格外小心

，

充满了神圣感

———

先轻轻打开柜门

，

小心翼翼地搬出大

药瓶

，

取下盖子

，

然后用小勺子从里

面

“

挖

”

出可怜的几片药

，

数了又数

，

才依依不舍地倒进另一只手拿着的

小纸袋

。

那个时候

，“

白大褂

”

总是让我特

别敬畏

，

大约就源于这样的体验

，

经过

他们的手

，

递到面前的

，

无疑就是天底

下最可宝贵的灵丹妙药了

；

尤其让人

难忘的是

，

随着递过来的小药袋儿

，

或

许就会有一个惊喜

———

一两个晶莹剔

透

、

让人爱不释手的小空药瓶儿

，

小药

瓶儿紧攥在手里

，

刚挨过针的屁股似

乎也就不那么疼了

。

记不清从何年何月开始

，

医生们

不再金贵着数药片儿了

，

也记不清从

何年何月开始

，

再没从医生那里得到

温馨的惊喜了

，

更记不清从何年何月

开始

，

异常精美的包装药品的盆盆罐

罐们也能被毫无感觉地随手就扔进垃

圾桶去了

；

其实

，

被人们抛弃了的

，

又

何止那些精美的药品外包装呢

，

包括

神圣的感觉

，“

白大褂

”

们的形象于不

知不觉中实实在在地变化了许多

。

世

事大抵如此

，

过程越不知不觉

、

难知难

觉

，

变化的结果

，

似乎

，

往往难免越让

人心惊肉跳

。

本月

5

日

，

国家卫生计生委终于

表示

，

已责成中华医学会对通过召开

学术会议收取医药企业赞助费的行为

进行整改了

。

今年

6

月份

，

审计署公布

的审计报告显示

，

中华医学会两年内

就能召开

160

个学术会议

，

收取医药

企业赞助

8.2

亿元

。

据懂行的人士说

，

两年内开

160

个学术会议

，

实在不是

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

80

多个专科分

会

，

也不过一年一次的水平

；

8.2

亿元

的赞助费每次分摊下来

，

也不过一场

“

毛毛雨

”

罢了

。

不过

，

虽然是

“

毛毛雨

”

吧

，

习惯

了

，

尤其据说是从美国学来的习惯

，

要

改起来

，

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

层面

，

似乎就有很大的难度

。

因此

，

国

家卫生计生委表示的

“

整改

”

到底能达

到何种效果

，

或许就需要有点儿耐心

地拭目以待了

。

如果最终居然有幸

，

真

的变过来了

，

那大约就很值得举国黎

庶额手称庆了

。

何出此言呢

？

大约也源于中国人

对

“

医者

”、“

医道

”

那股天然而执拗的

认知吧

。 “

不为良相

，

便为良医

”。

据说

这是范仲淹的志向

，

也有人说是诸葛

亮对子孙的遗训

，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是张仲景辞官回乡时的誓言

。

其实

，

把

“

良相

”、“

良医

”

并列起来看待

，

在

更早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了

，《

国

语

·

晋语

》

中就有

“

上医医国

，

其次医

人

”

的记载

。

古人把

“

医国

”、“

医人

”

勾连在一

起

，

还是很有些颠扑不破的道理的

，

否

则也很难代代传承并终于形成难以磨

灭的文化传统

。

良相治国安邦

，

所施必

为仁政

，

良医治病救人

，

所施必为仁

术

。

两者的作为

，

都离不开一个

“

仁

”

字

，

而这也是中国文化传承过程中的

一个最重要的支点

。

如果治病不是为了救人

，

而是为

了求财

，

如果整日琢磨着如何从患者

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

、

更快地提高自

己的收入水平

，

为医者大约也就很难

有多余的心思在业务上精益求精

，

也

就很难对患者拿出和蔼和耐心

，

也就

很难肩负起

“

济世

”

的文化传承和历史

担当

，

并最终赢得应有的尊重

。

或许

，

在这个缺乏担当的时代

，

许

多人都会本能地小看着自己

，

大看着

外物

。

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

，

国家卫生

计生委所责令的

“

整改

”，

就一定难免

无疾而终的命运

。

无数的例子早已无

数次证明了这样的结局

。

医病重在医

心

，

而医心的前提

，

一定是医者首先自

医

，

治不好自己的心病

，

有何谈治病救

人呢

，

也就更谈不上什么济世了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