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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说钱】

虽然反贪、 反四风取

得了明显进展， 但在

政府转变职能， 发挥

市场作用方面， 仍然

进展缓慢。

【念念有余】

土地是不动产，牲畜

和粮食是动产，农民

可以带着动产逃离，

却搬不走不动产，所

以征税者喜欢将税

收加在土地上。

O2O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

无笔秀才

前日

，

无意中翻阅

2013

年办电商

峰会时的视频录像

，

主持人竟然把

O2O

（

欧兔欧

）

念成了

020

（

零二零

），

这让我哭笑不得

，

期望这不是当时播

出去的版本

。

时间过去一年了

，

当初那

位念错的主持人应该早已觉悟

。

互联

网变化升级的节奏确实太快

，

让很多

人跟不上节奏

，

当然最后的主角还是

消费者

。

那么

，

O2O

离我们到底有多

远呢

？

在 此 先 补 一 补

O2O

的 概 念

：

O2O

是指将线下的商务机会与互联

网结合

，

让互联网成为线下交易的前

台

。

通俗地讲就是在线上选购预定

，

到

线下提货或享受服务的过程

。

经过这

一年来

“

微信红包

”

和

“

打车大战

”

的推

进

，

使用移动支付的人群爆发式增长

，

这给

O2O

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劲

的动力

。

今年双

11

购物狂欢节刚落下

帷幕

，

连乡村的大妈都知道了电商的

威力

。

O2O

这艘巨轮是被推着前进

的

，

互联网巨头

、

投资机构

、

创业者都

在后面加油助推

。

近三年来

BAT

（

百度

、

阿里

、

腾

讯

）

三剑客一直在你追我赶地布局

O2O

，

除了频频爆出的并购案

，

自己

也会投身进去做

，

比如百度的爱乐活

、

腾讯的

QQ

团购与微生活

、

阿里的淘

点点等

。

如今爱乐活已经转型做了特

卖

，

腾讯

QQ

团购与微生活也歇菜

了

，

淘点点如今也是四面楚歌

。

不知道

是涉足过早时机未到

，

还是生活服务

类

O2O

是个伪命题

，

他们几乎都倒

在了通往光明的道路上

，

不是先驱而

成了先烈

。

但不能否认

，

在通往

O2O

的大道上

，

BAT

担负着重任

，

也让我

们离

O2O

越来越近

。

互联网如此蓬勃的发展

，

离不开

资本市场对这个行业的青睐

，

对于

O2O

行业同样如此

，

各行业投资案例

遍地开花

。

近段时间

，

荣昌

e

袋洗获得

腾讯领投的

2000

万美金风投

，

O2O

行业黑马互联在线也获得

B

轮

2000

万美金的融资

，

雕爷孟醒创办的河狸

家美甲

APP

竟然被估值

10

亿元人民

币并获得投资

，

上月挂号网又高调宣

布获得由腾讯领投

，

启明创投

、

晨兴创

投等跟投的

1

亿美元投资

。

投资机构

就是一盏明灯

，

往往他们所指的方向

基本就是大势所趋

。

在一个服务类别里

，

互联网项目

从来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

而

O2O

所

不同的是具有很强的地域属性

，

所以

创业者必须深耕细作把工作做到地底

下去

，

才有可能成为第一

。

资本是创业

者们跑马圈地的粮食

，

创业者则是推

动

O2O

发展的先锋

。

最后知后觉的永远是终端消费

者

，

当我们急匆匆地去打车发现身上

没钱的时候

，

的士司机会告诉你可以

使用微信转账付款

；

当我们去士多店

买东西觉得贵的时候

，

售货员会告诉

你用淘宝支付打九折

。

O2O

就这样一

步步悄然地向我们走来

，

当我们感觉

到时它会给我们无比的惊喜

。

2015

年

可能将是

O2O

高速发展的一年

，

中国

的

O2O

格局基本形成

，

我们将会深切

地感受到

O2O

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

化

。

BAT

站在各自优势的领地为大众

服务

，

投资机构期待着丰收的季节

，

创

业者们也进入平稳期

，

而我们则会乐

在其中

。

（

作者系互联网投资人士

）

从《西行漫记》看土地价格

余胜良

一头骡子可以买一座山

。

这座山并非空山

，

山上种着玉米

小米蔬菜

，

25

元就能买到

，

而一头骡

子值

30

元

。

这种匪夷所思的价格

，

就记载在

《

西行漫记

》

中

，

1936

年斯诺访问陕北

苏区

，

经过一个叫周家的村子

，

当地贫

民会主席这样告诉他

。

这位贫民会主席表示

，

山不值钱

，

值钱的是骡子羊猪鸡房子

、

农具

，

不过

这些值钱的东西加起来

，

花

100

元就

可以全部买到

。

这位贫民会主席相当直率

，

抱怨

生活艰难

，

要想方设法搞鸦片

，

但他喜

欢红军

，

因为红军来了不用交租和税

。

如果没有红军

，

他一年要缴纳

40

元地租和税收

，

对他的收入而言这无

疑是相当高的

。

这也难怪土地价格便

宜

，

而土地上的产出

，

比如牲畜和粮食

的价格相对比较高

，

因为土地是不动

产

，

牲畜和粮食是动产

，

农民可以带着

动产逃离

，

却搬不走不动产

，

所以征税

者喜欢将税收加在土地上

，

降低了土

地的含金量

。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

那就是兵荒

马乱之时

，

人员死亡或流失严重

，

土地

供给相对过剩

。

所以如有自然灾难或战争

，

土地

价格就会大打折扣

。

同样是

《

西行漫记

》

记载

，

中国西

北地区

1930

年灾荒中

，

3

天口粮可以

买到

20

英亩土地

，

陕西的农民所付土

地税和附加税达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

左右

，

其他捐税又占到百分之二十

。

斯

诺在红区遇到很多农民无法拥有土

地

，

虽然有些地方地价低到只有两三

银洋一亩

。

这就难怪

，

工农红军可以在西北

建立根据地

。

毛泽东父亲购买土地的故事

，

则

显示一个和平时期普通农民如何通过

购买土地致富

，

《

西行漫记

》

记载毛泽东口述

，

毛

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原本是个贫农

，

年

青时因负债过重去当兵

，

回到村子做

小生意

，

买回原来的土地

，

拥有

15

亩

地成了中农

，

年收入为

60

担

（

每担合

100

斤

），

一家五口人吃

35

担

，

后来又

买了

7

亩地

，

变成富农

，

每年有

49

担

谷的剩余

。

毛泽东没有提到土地价格

。

但是

根据记载

，

土地价格相对土地产出而

言并不高

，

毛顺生家庭稻谷有剩余是

购置土地的关键

，

否则即使土地再便

宜也买不起

。

按道理讲

，

因为土地便宜而租金

不菲

，

毛顺生可将收租用于继续购买

土地

，

从而实现土地集中

。

投资土地的

回报率很高

，

比如

，

1939

年中国的货

币地租与地价的百分比在

10%

以上

，

以地租购买年只用

7

—

9

年

。

但是那时土地并未大规模集中

，

这其中的原因

，

是贫困者很难攒到余

钱购买土地

，

而富裕者大规模收购土

地并不容易

，

地主收入并不稳定

，

佃户

如遇荒年可抗租

，

交租并不像契约上

规定的那么爽快

。

当时的租佃关系相当复杂

，

出租

者往往并不拥有土地的绝对权力

，

附

着在土地上的权力种类相当丰富

，

租

户甚至可以将土地所有权转让他人而

地主却无权过问

。

而且

，

租金也并不是

净收入

，

乡村社会对地主和普通人的

要求也不同

。

即使土地买卖已经完成

，

土地出

售者还可以轻易毁掉契约关系

，

而要

求补偿

。

旧时土地是赖以生存的资产

，

轻易不会卖掉

，

一般都是救急

，

此时购

买者往往有趁人之危之嫌

，

名声并不

好

。

毛泽东就评价其父收购堂叔

7

亩

地为不义

。

地主也附有很多道德义务

， 《

西

行漫记

》

中彭德怀回忆道

，

他

17

岁那

年发生大饥荒

，

200

多个农民涌入一个

大地主家

，

要求他把大米平价卖给他

们

，

这是饥荒之年地主应当承担的道

德义务

。

大地主拒绝

，

最后彭德怀领着

饥民打到他家里分了粮食

。

当笔者试图查找旧时地租

、

土地

价格

、

土地买卖和土地集中程度时

，

发

现这些问题令人一头雾水

，

旧时社会

有足够的复杂性

，

契约抵不过惯例

，

社

会环境对土地兼并有排斥

。

历史上大规模土地兼并并不多

见

，

往往有特权在背后支撑

。

以上种

种

，

也是我国农民占有土地始终比较

平均的原因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键走偏锋】

O2O这艘巨轮是被

推着前进的，互联网

巨头、 投资机构、创

业者都在后面加油

助推。

教育到底有没有用

沈凌

据说中国有好几个高考工厂

，

比

如电视纪录片

《

舌尖上的中国

2

》

提到

的毛坦厂中学

，

而最有名的一个已经

在海外上市

，

并拍了励志电影

《

中国合

伙人

》。

今天

，

当我们质疑毛坦厂中学

时

，

又有人拿出了社会公平的外衣

，

试

图把这些高考工厂描述成为社会底层

子弟向上奋斗的阶梯

，

从而再一次模

糊人们的判断力

。

但是

，

这样的教育机构一再出现

，

不得不让我们追问一个根本性的问

题

：

我们的学校究竟是拿来干啥用的

？

我们的教育到底有没有用

？

这样的问题对于绝大多数的老

师

———

除了经济学老师之外

———

总是

无可置疑的

：

教育当然有用的啦

！

因为

教育能够让你

“

学好数理化

，

走遍天下

都不怕

”！

这个数理化

，

就是经济学者认

为的人力资本

。

经济学者研究了很多国

家的进步之后得出结论

：

一国的发展很

大程度上是和人力资本相关的

，

也就是

说

，

教育造就了我们的高收入

。

但是

，

也有经济学研究表明

，

教育

可能并不能增加我们的人力资本

，

它

仅仅提供了一个

“

信号

”，

来说明你的

聪明程度

，

而这个聪明本身是天赋所

致

，

可以和学习无关

。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

“

信号

”

呢

？

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很

成问题的市场

，

买家

（

企业老板

）

不可

能像卖家

（

我们

）

自己一样的了解产品

的质量

（

我们的聪明程度

）。

所以

，

一个

笨蛋只要不是那么的笨

，

总能装作很

聪明的样子被老板雇佣

，

然后在未来

的工作中逐步显出其真正的实力来

。

这样一来

，

买家和卖家的信息不对称

，

买家总是吃亏

，

长此以往

，

买家就不敢

随便雇佣劳动力了

，

最后对卖家也没

什么好处

。

这就是市场无效率

。

这个时侯

，

文凭就能帮助买家起

到一定的辨别作用

。

老师们设计一些

很难的计算题

，

或许它本身并没有什

么用处

，

但是你做不做得出来

，

能够有

效区别劳动力的聪明程度

。

于是通过

考试的人拿着文凭显示给企业老板

，

以证明自己和笨蛋的区别

。

对于老板

来讲

，

他可以按照文凭给出不同的工

资待遇

，

至少比通过算命先生看面相

好的多了

。

从这个意义上看

，

哪怕教育

机构不能增加我们的人力资本

，

仅仅

是像一个扫描仪

，

显示出了我们本身

的聪明程度

，

就有了它存在的理由和

价值

。

本来面对这么一堆计算题

，

大家

最好都不做准备

，

直接测出真实的聪

明程度就可以了

。

但是有一些人动起

了歪脑筋

，

他们觉得自己并不聪明

，

直

接去考试不一定能通过

，

所以他们请

了一些人来辅导

，

复习

，

准备

。

这样一

来有准备的笨学生可能赛过没准备的

聪明学生

，

获得一个

“

好信号

”。

大家想

想这是什么行为

？

不是和插队

，

或者过

度包装

，

乃至于假冒伪劣差不多吗

？

而且一旦大家都那么想

，

每个人

都去复习准备

，

那么其结果又回到了

原点

。

聪明学生和笨学生同样复习和

准备了之后

，

他们的差距和以前大家

都没有复习准备是一样的

。

那么复习

和准备就成了一种完完全全的资源浪

费

。

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毛坦厂

中学所起到的社会效果

。

从这个角度

上讲

，

教育

———

像毛坦厂中学一样的

教育

———

有什么用

？

它不但没有用

，

还

像一个插队者搞乱了市场信号

，

让本

来大家都可以安安静静排队获得的资

源

，

非要通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哄

抢才能得到

。

自然界里

，

这样的傻事不光是人

类在做

，

很多别的生物都有

，

比如梅花

鹿

。

雄性梅花鹿为了争夺配偶

，

喜欢长

出长长的鹿角来

。

这些像树杈杈的鹿

角越大

，

越能够收获雌性梅花鹿的芳

心

。

于是进化论告诉我们

，

雄性梅花鹿

普遍长出了这样的好看的鹿角

。

但是

这样的鹿角对于梅花鹿整体来讲却是

不好的事情

。

当猎物捕食它们时

，

它们

往往因为这个宽大的鹿角被树丛挂

住

，

而不能逃避

，

最终被吃掉

。

我们可

以想象

，

如果所有的雄性梅花鹿能够

坐下来开一个会

，

达成一致裁剪掉这

个要命的鹿角

，

它们整体的存活率能

够提高一大截

。

今天

，

我们的孩子们每天披星戴

月来往于学校

，

埋头于作业考试之间

，

期间有多少知识是有用的能够增加人

力资本的

，

又有多少只是

“

梅花鹿的

角

”

呢

？

（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

【庙堂江湖】

老师们设计一些很难

的计算题， 或许它本

身并没有什么用处，

但是你做不做得出

来， 能够有效区别劳

动力的聪明程度。

真牛市寄望经济真转型

刘晓博

上周

，

随着上证指数上摸

2500

点

、

创下

3

年新高

，

市场乐观情绪开始

弥漫

：

安信证券的高善文说牛市的二

级火箭已经点燃

；

牛市

“

吹鼓手

”

国泰

君安则说

，

他们看到了

5000

点

。

不过

，

这些都不算什么

。

据第一财

经日报报道

，

摩根士丹利近日在新加

坡举行的亚洲投资峰会上披露的报告

称

，

中国

A

股市场正在开启新一轮牛

市

，

这轮牛市可能会达到

2006~2007

年的水平

。

摩根士丹利没有对中国股市什

么时候可以重上

6000

点

，

给出具体

的时间表

。

新闻报道只是说

，

摩根士

丹利的数据显示

，“

MSCI

中国

”

只有

8.7

倍的市盈率

，

比

MSCI

新兴市场

的

P/E

水平低估

18%

，

摩根士丹利认

为未来

12

个月

“

MSCI

中国

”

将有

19%

的上行空间

。

对于

A

股

6000

点的惊人预言和

未来

12

月指数

19%

的上涨空间

，

构成

了一个奇妙的对比

，

显示出大投行的

老到和狡黠

。

其实

，“

一轮牛市

”

历来是一个非

常含混的概念

。

比如股市先是在半年

里上涨了

30%

（

A

时段

），

然后在接下

来半年里下跌

20%

（

B

时段

），

最后在

1

年里上涨

100%

（

C

时段

）。

那牛市到

底仅仅是指

C

时段

，

还是

A+B+C

时

段

？

现在很多

“

预言家

”

之所以敢于轻

率断言牛市到来

，

就是因为将来他们

可以混淆概念

，

鱼目混珠

。

我的观点是

，

如果中国经济能够

成功转型

，

各项改革进展顺利

，

未来肯

定会有一波

“

C

时段

”

的超级牛市

，

时

间将非常长

，

但个股的估值水平永远

不会重现

2007

年大牛市的

“

天价行

情

”。

因为未来中国证券市场采取的是

IPO

注册制

，

是与国际接轨的市场

。

目

前美国股市就处于大牛市中

，

苹果公

司应该说非常

“

牛

”

吧

，

但目前市盈率

只有

18

倍

，

而阿里巴巴也不过

53

倍

。

想想

2007

年

6124

点时的恐怖时刻

吧

，

很多炼铝的

、

造船的企业

，

都被炒

到了

100

倍市盈率

！

那么目前中国股市处于什么阶

段

？

是

C

时段的起始部分吗

？

肯定不

是

，

而应该是

A

时段

。

也就是说

，

目前

的行情应该是一波强反弹行情

，

未来

还要经过漫长的

B

时段调整期

，

才能

进入

C

时段的真正牛市

。

为什么会这样判断

？

其实非常简

单

，

看看我们的经济

，

看看改革的进展

就知道了

。

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

“

深

化改革的决定

”，

里面设计的改革蓝图

非常宏伟

，

但改革毕竟才刚刚开始

。

高

层多次放话

，

中国的改革到了攻坚阶

段

，

推进会非常困难

。

其实经过

2014

年这一年的实践

，

我们也能看出来

。

虽然反贪

、

反四风取

得了明显进展

，

但在政府转变职能

，

发

挥市场作用方面

，

仍然进展缓慢

。

为什

么会这样

？

因为国家还面对

“

稳增长

”

的问题

，

在现阶段

，

用旧办法

“

稳增长

”

往往比用改革的办法更容易见效

。

中国经济目前仍然被房地产

“

深

度绑定

”，

解绑过程将漫长而痛苦

。

国

家正千方百计通过激活内需和民间创

业热情

，

带动新产业

、

新业态的发展

，

为中国经济发展寻找新的先导行业

，

以逐步替代正在走向没落的房地产

。

由于房地产投资放缓

，

当年一大批

“

跟

着房地产混

”

的行业普遍出现巨大的

产能过剩

，

比如钢铁

、

水泥

、

玻璃

、

建

材

、

煤炭等

，

都面临着产业升级和压缩

落后产能

。

这些工作

，

都需要较长时间

来完成

。

说到底

，

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不支持一波大牛市

。

更何况

，

股票发行

制度还面临着向注册制的重大转变

。

虽然经过多年下跌

，

A

股估值的确非

常低

，

有上涨的空间

。

但如果矫枉过

正

，

将来估值根本无法跟

IPO

注册制

之后的市场对接

，

到头来

，

只能有两种

解决方案

：

一是通过暴跌

，

强行实现估

值对接

，

大量散户将成为牺牲品

；

二是

被迫推迟

IPO

注册制改革

。

（

作者系深圳商报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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