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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木求鱼】

如果关系到国计民生

的事情，人人都“可

预期” ， 更深层次的

改革推动起来，阻力

就会少得多。

【运筹之中】

股权众筹对于草根创

业者的帮助远大于对

少部分精英创业者的

帮助。

出其不意

木木

“

出其不意

”

这个词

，

应该带有中

性偏褒义的色彩

。

由这个词连接的双

方

，

加诸

“

甲方

”

的

，

就往往隐含着主

动

、

聪明

、

优势

、

控制的味道

；

而那个

“

乙方

”，

也就几乎天然地被戴上了被

动

、

不太聪明甚至愚蠢

、

劣势

、

被控制

的帽子

。

鉴于差距是如此之大

，

双方之

间往往就形成对立甚至敌对的关系

。

最早把

“

出其不意

”

的奥秘昭示天

下的

，

大约应该是那位闻名世界的孙

子

，

在

《

孙子兵法

》

的第一篇

《

计篇

》

中

，

老先生就强调

，

与敌人作战

，

就是要千

方百计

、

挖空心思地

“

攻其无备

，

出其

不意

”，

只有这样

，

才能占得先机

，

进而

取得最终的胜利

。

在随后的漫长历史

中

，

许许多多的政治家

、

军事家都循规

蹈矩地遵守了这个斗争原则

，

其中的

出类拔萃者

，

甚至还变通着玩出了不

少花样

，

让后人看得眼花缭乱

、

大呼过

瘾

；

那一幕幕的政治剧以及沙场上以

少胜多的战例

，

几乎无不闪烁着

“

出其

不意

”

的耀眼光芒

。

打仗

、

治国

，

离不开

“

出其不意

”，

普通人的生活中许多时候也离不开

“

出其不意

”。

为我们这一代人最熟悉

的

“

出其不意

”，

似乎莫过于

“

半夜鸡

叫

”

的故事了

。

周扒皮为了让长工们早

起床

、

多干活

，

不惜每天更早地起床

，

趴到鸡窝边儿给鸡们

“

示范

”

如何吊嗓

子

；

他的高超手段

，

很是把长工们出其

不意得怨声载道

。

这个故事是如此地

传神

，

乃至现在

“

半夜鸡叫

”

似乎已经

成为

“

出其不意

”

的最高境界

。

其实

，“

出其不意

”

曾经淡出过中

国普通人的生活很长时间

。

再次让人

们熟悉起来

，

应该归功于

2005

年前后

时任总理温家宝的那次很著名的

“

出

其不意

”

的表态

，

针对当时有些国家

、

有些人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情况

，

温家宝表示

：“

人民币升值和汇率体制

的形成

，

我们不仅要考虑本国的利益

，

而且要考虑对周边国家和世界的影

响

；

何时出台

、

采取什么方案

，

这可能

是一个出其不意的事情

”。

大约是那次

“

出其不意

”

的效果比

较不错吧

，

于是引逗得一众精英人士

们也纷纷不管不顾地

、

照猫画虎地有

样儿学样儿起来

。

不过

，

这些后来者显

然没有学到

“

出其不意

”

的精髓

，

陆陆

续续搞出的一个个令人莫名惊诧的

“

出其不意

”，

似乎总是选错了要

“

搞

”

的对象

，

时间一长

，

次数一多

，

就难免

把千千万万自己的同胞们逐渐

“

出其

不意

”

到自己的对立面去

。

由于被

“

出其不意

”

的一方

，

往往

都意味着要付出或多或少的代价

，

遭

受或多或少的损失甚至伤害

，

所以

，

在

这个世界上

，

但凡精神正常点儿的

，

大

约没人愿意时不时地就被别人

“

出其

不意

”

那么一下子

。

如果有人总喜欢不

管不顾地对大多数人搞一下突然袭

击

、

搞一下

“

出其不意

”，

甚至昨天还拍

着胸信誓旦旦地保证如何如何

，

今天

就翻脸不认人

，

希望以此渔获利益

、

博

取功名或者仅仅为了显摆一下自己的

智商

，

时间长了

，

自己就难免也让别人

搞一下

“

出其不意

”。

现代经济社会

，

一切事情

，

最讲究

“

可预期

”。

如果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事

情

，

人人都

“

可预期

”，

估计所有的工作

乃至多领域

、

更深层次的改革

，

推动起

来

，

阻力就会少得多

，

我们前进的步子

也相应地会大一些

、

快一些

。

所以

，

对

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

对自己的同胞

，

最

好还是不要搞

“

出其不意

”

那一套

，

要

让大家

“

可预期

”，

只是赢得绝大多数

人支持

、

拥护

、

尊重的基础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牙套里的大格局大方向

郑莹

如果有一个问题是

：“

用

1095

天

的痛苦

，

换取

10950

天的快乐

？ ”

你会

怎么答

？

我戴了

3

年正畸牙套

，

整整

1095

天

。

在此之前为了戴不戴牙套做正畸

，

犹豫不决了两年整整

730

天

。

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推论

：

这

犹豫不决的

730

天没有行动

，

自然是

没有结果的

。

如果第一天戴上牙套开

始就倒计时

，

1095

天之后结果就有明

确预期

。

如果正畸完毕还可以使用

30

年的话

，

在这

10950

天里

，

我就可以

充分享受一口整齐的好牙

。

而当我成

为一个老太太的时候

，

至少我可以是

一个有整齐牙齿

、

美好微笑的优雅老

太太

。

这几个数字让我感受到时间是一

个如此相对的概念

。

一直认为戴牙套

需要

3

年真是漫长难忍

，

如今悟到仅

是犹豫不决就已消磨两年

。

3

年相对

30

年

，

或者更长的人生岁月来说

，

弹

指一挥间

。

于是

，

我在一周之内完成咨

询和拔牙工作

，

顺利开始了戴牙套的

日子

。

如今回头一看

，

3

年确实弹指一

挥间

，

取下牙套的一刻揽镜自照

，

一个

词

：“

齐白美

”，

一个字

：“

值

”！

1095

个

日子中收获无数昵称如

“

牙套妹

，

钢牙

妹

”

之类

，

如今已狠狠踩在脚下

，

心中

油然升起咧嘴露牙迈向

10950

个日子

的豪迈

。

真的

，

时间太相对了

，

好多事情取

决于我们自己如何设定这个关于自己

生命的维度

。

我们都知道最近股市起大风了

，

在风口的猪票票们飞舞起来了

，

涨势

喜人但是又叫人担心这喜悦如梦似幻

太不真实过于短暂

，

于是这一类问题

多起来了

：“

这股票

/

基金净值已经涨

得很高了

，

该不该买呢

？ ”“

这股票

/

基

金还应不应该拿住呢

？ ”

这类问题往往都让人不由得要先

应和一句

：“

是啊

，

你考虑得很有道

理

。”

对风险的担忧总是人类对一个事

情认知最开始的惯例

，

一上来就否定

风险总是不成熟的表现

，

在没有兑现

之前

，

鲁莽

、

勇气

、

先知还是幼稚

，

谁能

说得清

。

可是

，

如果

30%-50%

的涨幅就叫

做

“

涨得很高了

”，

那么如此多的

100%

涨幅甚至更高的股票

/

基金怎么出现

的呢

？

A

股历史上不乏好几倍涨幅的

基金

，

但是成千上万的人

，

居然没有几

个是从头至尾地分享其收益的

，

不是

过早退出

，

就是过晚进入

，

在进进出出

之间看它涨涨跌跌

，

不说把鱼从头吃

到尾巴

，

连中间一段好像也没完整吃

上

。

咋回事呢

？

前几天和一帅哥聊天谈炒股的

心理和行为

，

说多数都是买了就跌

，

卖了就涨

，

每天都要看无数遍

，

红红

绿绿感觉十分揪心

。

他开玩笑说是不

是给自己设定一个铁律

，

买了就不允

许自己看了

，

完全放弃不闻不问

。

我

哈哈大笑表示十分理解

，

这一定是股

市伤心的人

，

不过

，

任何反人性的铁

律

，

实际上都是无效的

。

更何况如今

无孔不入的移动终端时代

，

何必让自

己如此纠结呢

。

最好的方式

，

也许还是看清大方

向

，

设定自己能理解能安心的维度

，

然

后行动

，

然后让事情发生

。

在

A

股大浪潮中

，

没有什么比趋

势更值得我们普通股民们关注的事情

了

。

精准标的需要大量时间精力的专

业研究

，

但是大的经济转型格局

，

国民

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

所有公开信息我

们都能充分享受到

，

这时需要问的是

对未来的信心有多少和未来能大概率

胜出的行业会是什么

，

自己是参与还

是不参与

，

这是大格局的把握

。

参与之后

，

如果你把时间维度设

定为一个月

，

那么你可以安心

30

天

；

如果设定为一年

，

那么可以安心

365

天

；

如果设定为

3

年

，

那么可以安心

1095

天

。

而我们看到所有股市的数据都明

明白白地显示

，

在一个向上的长期趋

势中

，

至少

3

年的长期投资获得的回

报远远高于不断的短期的倒腾

。

如果

我们投资前能先确定大格局

，

再确定

大方向

，

告别经常性的纠结就是大概

率事件

，

期间经历的小波折

，

也或许能

安然度过

。

如同好多次在半夜被牙套疼醒

，

面对排骨无法下牙

，

不小心吃大闸蟹

崩掉了牙套这种种小波折

，

都被对未

来

10950

天能享受好牙的信念打败

，

如今齐白美的好牙

，

才能归我所有

。

愿我们都能自己做主

，

把自己的

方向把握好

，

自己要什么搞清楚

，

才能

明确地得到

。

（

作者系从容投资联合创始人

）

【金瓶商话】

在传统中国，政府采

购中的“概以势取”

诚非鲜见。 此种格局

之下，百姓无疑是最

大的受害者。

股权众筹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谢宏中

创造

“

大众创业

、

万众创新

”

的新局

面

，

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得去创业

、

都

得去创新

，

更重要的是掀起全民扶持创

业

、

全民支持创新的社会环境

。

股权众

筹

，

基于互联网渠道向大众募集创业企

业早期发展需要的资金

，

这种近年来兴

起的融资方式

，

有望成为助力大众创

业

、

万众创新的最佳实践形式

。

众筹平台

———

股权众筹的本质是

创业服务

。

众筹平台是对接创业者与投

资人的媒介

，

是实现股权众筹业务的承

载体

。

众筹平台的服务按照流程可以划

分为投前

、

投中

、

投后

，

投前阶段

，

平台

在搜集到合适的创业项目后

，

需要开展

大量产品化的工作

，

包括尽职调查

、

融

资方案设计

、

项目产品发布等

，

将这些

项目从普通的商业方案转变成对接资

本市场的产品

；

投中阶段

，

在创业项目

与资本市场的对接过程中

，

众筹平台

需要在投资人明确内容

、

优化战略

、

输

入资金

、

获取股权的同时

，

提供及时的

保障服务

，

使资金和股权顺利完成转

换

；

投后阶段

，

众筹平台通过开通专项

通道提供面向于投资人的风险控制

、

资源交换等服务

，

为创业项目的持续

经营提供动力

，

为投资人的投资增值

提供保障

。

以云筹为例

，

其即将上线的

投后管理系统

，

通过线上操作

，

让众筹

项目的股东能随时查看项目的发展动

态和资金流转

，

也能随时提供指导建

议和资源支持

，

使创业者

、

创业项目

、

投

资人在平台上实现了动态的对接

。

股权

众筹平台发展至今

，

已不仅仅只是一个

信息对接的平台

，

平台运营方纷纷将带

有其核心价值属性的服务嫁接于众筹

业务中

，

以提升平台的竞争力

。

而依托

于这些创业服务

，

创业者也可以获得更

多的支持与帮助

。

创业者

———

股权众筹助力草根创

业

。

草根创业

，

面临着比精英创业更多

的困难

，

而大众创业的掀起

，

势必需要

为大量的草根创业者提供适宜的创业

环境和更加公平的资源配置

。

股权众

筹依托着互联网媒介

，

向全社会征集

创业项目

，

为缺乏人脉资源的草根创

业者提供了相对低门槛的融资渠道

，

从这个角度上说

，

股权众筹对于草根

创业者的帮助远大于对少部分精英创

业者的帮助

。

而以资金输入为纽带

，

来

自股权众筹的投资人还可以为创业者

提供人脉

、

资源上的补充及战略

、

发展

上的建议

，

进一步优化了草根创业者

在这方面的缺失

。

投资人

———

既是投资

，

亦在创业

。

天使投资

，

与其说是投资

，

不如说是创

业体验

。

一方面

，

在缺乏财务指标

、

数

量模型等条件下

，

天使投资人完成一

项投资行为

，

更多依靠的是感性的分

析与判断

；

另一方面

，

绝大多数天使投

资人在完成天使投资后

，

也会参与到

项目的早期开发进程中

，

为创业者提

供实时的帮助

。

股权众筹

，

作为天使投

资大众化的产物

，

亦继承了天使投资

的

“

天使光环

”。

每个参与股权众筹的

投资人

，

通过合理的渠道为所支持的

项目提供资源与帮助

，

这是符合创

、

投

双方共同利益的行业发展必然趋势

。

与此同时

，

在投资人参与投资及投后的

帮助过程中

，

投资的项目或多或少地承

载着其自己的创业梦想

。

所以股权众

筹投资人每完成一次天使投资

，

从某个

角度上说

，

也是在加入一个创业团队

，

与团队一起开创一个新的事业

。

股权众筹

，

依托行业发展的需求

，

为创业者提供愈加完善的支持与帮

助

；

依托互联网的属性

，

为草根创业者

提供了低门槛的融资渠道

；

依托大众

投资

，

让更多的高净值人士成为价值

投资者

，

成为创业团队的一员

。 “

大众

创业

、

万众创新

”，

这一局面的建成

，

必

将有赖于股权众筹这一创业融资的新

型实践形式

。

（

作者系天使投资人、云筹创始人

）

【莹语非非】

最好的方式， 也许还

是看清大方向， 设定

自己能理解能安心的

维度，然后行动，然后

让事情发生。

太监盗皇木与政府采购

黄波

“

翩翩两骑来是谁

？

黄衣使者白衫

儿

。

手把文书口称敕

，

回车叱牛牵向

北

。

一车炭

，

千余斤

，

宫使驱将惜不得

。

半匹红绡一丈绫

，

系向牛头充炭直

。 ”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这首

《

卖炭翁

》

在中

国可谓妇孺皆知

。

卖灰翁千余斤的炭

，

太监扔下

“

半匹红绡一丈绫

”

就蛮横拉

走了

，

读者不能不为其遭遇一掬同情

之泪

。

白居易信奉

“

文章合为时而著

、

歌

诗合为事而作

”，

其作品尽管难免文学

艺术所需要的夸张

，

但多有时事背景

。

这首

《

卖炭翁

》

也不例外

，

其锋芒所指

，

正是

“

宫市

”

中滋生的乱象

。

何谓

“

宫市

”？ “

市

”

者

，

交易也

，

通

俗点说

，

就是到民间市场上采购宫廷

里需要的消费品

。

如果不对传统中国

里宫廷和政府作硬性区分

，

把这两者

看为一体

，

那么无论是宫廷还是政府

采购物品

，

其性质都与今人所称的

“

政

府采购

”

相似

。

既然是采购

，

是两个主

体之间的交易

，

那么公平自愿应该是

其中最重要的原则

，

然而试看

《

卖炭

翁

》

中所写

，

太监们之作为哪里是正常

的交易呢

？

太监们这么干

，

皇帝知道吗

？

实事

求是地说

，

多数时候

，

皇帝本人其实是

一个受蒙蔽者

。

读过

《

卖炭翁

》

的人往

往会义正辞严地抨击

“

宫市

”，

但皇宫

、

朝廷里的人们所需要的物品不向民间

采购

，

难道还要其自行生产

？

问题的要

害并不在于

“

宫市

”

本身是不是个坏东

西

，

而是其如何在实践中变坏

，

以至这

种

“

坏

”

为什么连皇帝都还常常被蒙在

鼓里

。

古代皇帝中

，

明太祖朱元璋由于

来自底层

，

对政府采购中的弊端算是

认知较深者

，

在其建立明朝之初即郑

重告谕臣民

：

今后但系光禄寺买办一

应供用物件

，

比与民间交易价钱每多

10

文

。

且如肉果之类

，

及诸项物件

，

民

人交易

100

文

1

斤

，

光禄寺买办须要

110

文

。

按照这一圣谕

，

宫廷向民间买

办物品不但不能如白居易所写的那样

强拿

，

而且最后给值还要比民间成交

价格略高

。

朱元璋的初衷当然不错

，

圣谕大

概也实行了一段时间

，

但到了明宪宗

时代

，

见于正史者

，

即有官员奏称

：“

近

光禄寺遣人于街坊市物

，

不复计值

，

概

以势取

，

虽称赴官领钞

，

未必皆得

；

纵

有得者

，

钞皆破烂而不可用

。

负贩者不

幸遇之

，

辄号呼痛哭

，

如劫掠然

。 ”

明太祖所立的祖制居然也管不了

几代

，

在传统中国

，

政府采购中的

“

概

以势取

”

诚非鲜见

。

原本应该是公平自

愿原则下的等价交换

，

结果成了

“

概以

势取

”，

此种格局之下

，

作为卖方的普

通百姓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

，

但谁又

知道

，

皇帝也可能是另一个受害者呢

？

《

金瓶梅

》

第

34

回

，

西门庆与应伯

爵在翡翠轩饮酒

，

讲了一个案子

，“

刘

太监的兄弟刘百户

，

因在河下管芦苇

场

，

赚了几两银子

，

新买了一所庄子在

五里店

，

拿皇木盖房

。……”

此处的

“

皇

木

”

需要略作解释

。

皇宫大兴土木需要

上好的木材

，

因派官员往各地采买

，

这

木就叫

“

皇木

”。《

明史

》

记载

，

万历年间

“

采楠杉诸木于湖广四川贵州

，

费银九

百三十余万两

”，

看来

，

皇帝为这桩采

购花费甚巨

，

然而这样昂贵的成本中

，

究竟有多少属于完全必要

？

皇帝花了不少银子

，

相当一部分

很可能就打了水漂

，

因为有刘太监们

及其兄弟在其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

《

金瓶梅

》

所写并不奇特

，

清朝那位节

俭的道光皇帝连鸡蛋都不敢多吃

，

因

为按照内务府所开账单

，

吃鸡蛋实在

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

以致皇帝偶然听

一位大臣说早餐要吃三个荷包蛋时禁

不住要大吃一惊了

。

皇帝向民间采购物品

，

结果要么引

得老百姓怨声一片

，

要么连皇帝自己也

被蒙蔽成了利益受损者

，

其故何在

？

说

来简单

，

就因为这种采购并不是现代意

义上的

“

政府采购

”。

作为现代意义的政

府采购

，

其每一笔交易都是在两个独

立

、

对等的市场主体间发生

，

商人是否

吃亏完全不必依赖皇帝个人的善意

，

而

且采购资金从列入预算到使用都遵循

着严格的程序

。

在

《

金瓶梅

》

时代

，

这种

政府采购怎么能够出现

？

（

作者系湖北杂文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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