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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有余】

陶华碧的认知来源于

自身经历， 她事业顺

畅，让她信心十足，但

这些观点并不是真知

灼见。

【广深今谈】

深圳的城市氛围比

较宽容，这一点去过

或者在北京、上海和

广州呆过的人多少

会有一点感受。

农村里也应该有灰姑娘

贾壮

电影

《

灰姑娘

》

正在热映

，

反响很

不错

。

选了一个周末

，

我和媳妇一起带

岳母和孩子去电影院看了看

。

看得出

来

，

岳母挺愿意去的

，

因为我们提议的

时候

，

她没有像花其他钱那样使劲拒

绝

。

从影院出来

，

她一直挺开心

。

岳母今年

62

岁了

，

这是她平生第

二次走进电影院

。

第一次是

40

多年

前

，

那时候她还没有出嫁

，

在娘家做姑

娘

，

有一次和小姐妹一起

，

坐生产队的

马车去县城看的

。

现在交通便利

，

商品流通顺畅

，

城

乡的物质消费上的差别越来越小

，

以

前少见的水果

，

集市上都能买到

，

城里

流行的时髦衣服

，

农村的姑娘也能穿

上

。

但在文化消费和各种公共服务上

，

城乡之间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

。

在我的老家

，

除了过年期间扭扭

大秧歌

，

平时农民的文化活动基本上

是一片空白

。

老家位列全国百强县

，

这

些年经济发展速度很快

，

人们兜里的

钱也多了起来

，

可电影院的数量还和

40

多年前一样

，

甚至连地址都没有变

化

。

农民要看场室内电影

，

一样得跑趟

县城

，

只不过时间短一些

。

这些年

，

露

天电影也不多了

，

农民告别了电影

，

都

去追抗日神剧

。

城乡之间更大的差距是在医疗

上

，

据说老家的妇产医院

，

顺产率可能

只有

30%

，

原因是医生总说不具备顺

产条件

，

谁也不敢冒那个险

，

所以

2000

块钱能办的事儿

，

必须得花

5000

。

县城最大的中心医院

，

大楼倒是

盖得不错

，

医疗水平和管理水平就不

敢恭维了

，

江湖游医可以在里面支个

摊儿公然行骗

。

只要有条件

，

生病都会

到大城市去看

。

新农合制度建立之后

，

农民看病

的负担有所降低

，

但使用这份医疗保

险有着严格的转诊限制

，

大部分问题

要在镇上的卫生院解决

，

医生的水平

普遍偏低

，

医疗设施相对匮乏

，

为个小

病兜兜转转的情况挺常见的

。

有一个

邻居摔坏了腿

，

几次三番去卫生院处

理

，

总是不见效果

，

因为没有转诊手

续

，

自己去大医院看必须自费

。

后来这

个邻居灵机一动

，

想起以前村里的骡

马腿受伤了

，

都去兽医站敷一种药

，

每

次都有奇效

，

他自降身价也去了兽医

站

，

好说歹说让人给敷上了同样的药

，

没成想一剂见效

。

为了找个好学校

，

城里人常常为

学区房苦恼

，

上不了区重点

，

会伤心难

过好一阵子

。

其实

，

大城市里差学校的

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

，

拿到农村去都

会是顶尖水平

。

教育和医疗

，

城乡之间

存在着鸿沟

，

医疗还可以通过到城里

看病来解决

，

基础教育基本上没有选

择的余地

。

硬件设施落后于城市

，

还只是个

小问题

，

体罚学生和违规课外辅导才

是真正的问题

。

近日福建一中学老师

体罚学生被曝光

，

类似的情况在农村

的学校里并不少见

，

小学时被老师打

，

中学时打老师

，

孩子幼小的心灵中

，

很

早就埋下了暴力的种子

。

大量的课外

辅导更是无从监管

，

有些无良教师

，

甚

至会隐去课堂上应该讲的内容

，

留到

自己办的课外班讲授

，

学生要想通过

考试

，

只有上课外班一条路

。

应当承认

，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

城

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

，

与之前相比

，

农村的医疗和教育水平都有很大提

高

，

但是与理想状态还是有差距

，

农村

里也应该有灰姑娘

，

农民也应该抬腿

就能进电影院

。

要是看的人多

，

或许将

来电影院数量会增多

，

看电影会容易

些

，

但是那些很难挣钱的公共服务项

目

，

没有政府投入恐怕不行

。

城镇化不

是盖几栋楼那么简单的

，

只给农民一

个城市户口

，

没有好的医院

、

学校和电

影院

，

他们还是农民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老干妈不懂经济学

余胜良

对企业管理和发展

，“

老干妈

”

陶

华碧自有一套

，

但是这种认识还停留

在原始阶段

。

遗憾的是

，

陶华碧如此受

追捧

，

显示国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

两会期间

，

有记者提及

“

老干妈在

国外的价格是国内的好几倍

”，

陶华碧

回应

，“

我不赚中国人的钱

，

就赚外国

人的钱

。 ”

这个回答有几层意思

：

1

、

有爱国

心

；

2

、

她可以控制国内外价格

；

3

、

国内

市场没利润

。

将做企业和爱国或者民族联系起

来

，

其实是标榜和绑架

，

大可不必提到

如此高度

，

做好企业就行

。

有个爱国者

品牌高举爱国牌

，

现在知名度越来越

低了

。

众所周知

，

产品定价权掌握在

市场手中

，

陶华碧无法主导

，

就像可

口可乐也无法擅自改动可乐售价一

样

，

陶华碧也无法给国内产品定低

价

，

给国外定一个高价

，

这一切都是

市场行为

。

至于

“

不赚中国人的钱

”

这种说法

也不成立

，

老干妈现在是个大品牌

，

公

司规模也不小

，

每年上缴数亿元税金

，

没利润怎么走到今天

？

另外细细想来

，

老干妈在海外还是

卖给华人

，

说起来赚的还是华裔的钱

。

这句话就像街头小贩和顾客讨价

还价

，

潜意思是利润空间不大

，

是个有

良心的商家

。

但假若让柳传志说联想

电脑不赚顾客的钱

，

他一定说不出口

。

现代企业家喜欢利润并无须讳言

，

利

润空间不大那是产品没做好

，

是不光

彩的事情

。

陶华碧关于不上市这一条特别为

世人津津乐道

。

陶华碧称

，“

我坚决不

上市

，

一上市

，

就可能倾家荡产

。

上市

那是欺骗人家的钱

，

有钱你就拿

，

把钱

圈了

，

喊他来入股

，

到时候把钱吸走

了

，

我来还债

，

我才不干呢

。 ”

尽管有些公司的确是为圈钱

，

但

上市更重要的作用是规范治理

、

融资

并购

，

将产业做大做强等

。

美国高科技

巨头都是上市公司

，

中国优秀企业也

基本上市

。

至于陶华碧所说别人将钱吸走

，

她来还债这个说法很难理解

，

似乎是

说

PE

占了便宜

，

最后留下一地鸡毛

。

其实

，

PE

并不是只摘果子

，

PE

也帮助

很多企业成长壮大

。

华为是另一个被拿来抨击资本市

场的案例

，

任正非认为一旦上市股东

们就会套现走人

，

没办法同舟共济

。

从既有案例上看

，

的确有这种现

象

，

比如有的公司高管宁可辞职也要

及时套现

，

阿里巴巴和谷歌上市之后

都出现员工离职潮

。

一部分是觉得工

作太苦想休息一下

，

一部分是想创业

。

但并不会阻止公司继续发展

，

这不过

是公司和员工互相成全的案例

。

从大的方面讲

，

股权上市交易实

在是个创举

，

股权上市就增加了整个

社会财富

，

假若股份不能流通

，

无法交

易

，

那就只是纸面财富

。

陶华碧另一个知名的观点是

，“

我

从不欠别人一分钱

，

别人也不能欠我

一分钱

”。

不借贷当然没压力

，

但这并不值

得学习和倡导

。

经济运行的核心是金

融业

，

金融业起到资源配置作用

，

将社

会闲余资金积累起来

，

投向能赚钱的

行业

。

借贷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

也可

以让资金更有效率

。

国家发行国债投资于建设

，

这就

是花未来的钱

，

对拉动经济增长有好

处

。

相信老干妈也得益于中国经济借

债式发展

。

不借贷只能靠自身积累

，

速度比

较慢

，

也容易错失机会

。

老干妈语录中有这么一句

：“

千万

千万不要入股

、

控股

、

上市

、

贷款

，

这四

样要保证

，

保证子子孙孙做下去

。 ”

谁

都想做百年老店

，

但是这四样并不是

成功秘诀

，

做家族企业当然可以不上

市

，

但是子孙是否有经营能力和兴趣

，

是没有人能打包票的

，

国外很多家族

企业正是在上市之后才做大做强

。

陶华碧的认知来源于自身经历

，

她事业顺畅

，

让她信心十足

，

但这些观

点并不是真知灼见

，

她的成功主要还

是产品质量过硬和决绝的打假态度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缘木求鱼】

前几天， 据说连漂在

太平洋深处的帕劳也

有意见了， 嫌中国游

客一下子去得太多。

深圳创客为什么这么多

今纶

随着全社会创业热情的提高

，“

创

客

”

人群逐渐增多

，

对写字楼的需求也

日益旺盛

。

今年春节以来

，

深圳多个片

区写字楼租赁需求不断增加

。

据深圳

中原地产监测数据显示

，

3

月以来

，

深

圳全市写字楼平均租金为每平方米

191.1

元

／

月

，

大部分写字楼项目租金

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

现在创业的人多

，

确实是事实

。

很

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

在微信朋友圈

随便刷刷

，

突然就发现有朋友创业了

，

或者有同事创业了

。

以媒体行业为例

，

去开酒店

、

玩自驾游的

、

卖核桃的

、

卖

牛肉丸的

、

做

APP

的

，

真的是五花八

门

，

让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看傻了眼

。

有时候我在想

，

这是一个什么时

代

？

当然

，

它是一些传统行业衰退的时

代

，

但同时也是一些从未见过甚至从

未有过的行业快速崛起的时代

。

当

GDP

从高往低走的过程中

，

人们的创

业热情却极大地被激发出来

，

我不认

为是人们突然有了过度狂热的追求财

富的热情

，

很多人都是迫于生存的需

要

，

被迫走出体制

、

公司

，

然后走上一

条其实吉凶难测的创业路

。

当然

，

纯粹

追求梦想的创业人士不是没有

，

只是

数量上非常少

。

除了北京和上海

，

我一直认为深

圳和广州确实是适合创业的城市

，

尤

其是深圳

，

可能是最合适的

，

深圳的这

个

“

最

”

来自于几个方面

：

首先是创业

群体相对比较草根

，

这种草根当然是

相对北京

、

上海那些动不动就是有政

府

、

国企

、

财团背景

，

或者创业者是大

公司前高管

、

海归博士的情况而言

，

深

圳也不乏这样的创业团队和创业者

，

但更多的是平民家庭出身的大学生

，

或者私企出来的技术员

，

上个月被老

板欠薪的小白领

，

大家凑在一起

，

一个

主意激活了情绪

，

说干就干

。

其次是深圳的城市氛围比较宽

容

，

这一点去过或者在北京

、

上海和广

州呆过的人多少会有一点感受

，

这三

大城市本身的地域文化根底比较浓

厚

，

所以对外地人在某些场合确实存

在一定的排斥

，

相关的新闻和段子在

网上多如牛毛

。

上海本地人称外地人

为

“

硬盘

”，

广州人称外地人为

“

捞佬

”

“

捞妹

”。

对于一些在北上广已经取得

中产阶级地位甚至更高地位

、

财富的

外来人士来说

，

这些

“

待遇

”

是很难碰

到的

，

但是

，

对于生活在底层的蓝领工

人

，

或者挣扎在创业困境中的

“

创客

”

们来说

，

遭遇这样的排斥是经常的事

情

。

而深圳的情况会好很多

，

原因很简

单

，

深圳绝大多数人都是外地人

，

原住

民只占极少数的比例

。“

来了就是深圳

人

”，

其实还真有点靠谱

。

深圳确实有地域优势

，

毗邻香港

，

信息流

、

人才流都是条件相对接近的广

州没法比的

，

而且在关键时刻

，

深圳人

抓住机遇在金融

、

IT

方面抢占了先机

。

这两个领域一是可以产生大量就业岗

位

，

第二是在这个

“

互联网

+

”

的时代

，

容

易产生风口上的创业者

。

既然创业

，

难

免众筹

、

融资

、

利益分配

、

股权转让

，

这

些又需要大量的配套服务企业

，

这时

，

深圳在金融方面的优势又凸显了

。

广州

看到了这一点

，

准备在南沙下重注支持

金融扳回一局

，

似乎有点晚了

。

至于年轻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

例

，

深圳更是秒杀北上广

，

这一点几乎

是众所周知

。

既然年轻

，

冲劲就足

，

这

对于一个城市的创业活力的激荡是非

常重要的

。

年轻就爱折腾

，

什么流行就

山寨什么

，

什么赚钱就折腾什么

，

所

以

，

深圳人在电商领域占有重要的一

席之地

，

在营销领域自有一套玩法

，

在

网络上更是经常出奇制胜

，

这一切都

是因为年轻

，

因为爱折腾

，

爱做梦

，

爱

一种超越自我的实现

。

众多想实现财富梦的人士聚集在

一座城市

，

所以

，

我们在太多场合都会

听到

“

钱

”、“

机会

”、“

融资

”、“

股权

”

这

样的词语

，

这对于只想安安分分做好

一份工作

，

然后闲暇时候读书

、

过小日

子的人们来说

，

完全是一种折磨

。

但是

他们又确实是城市活力的源泉之一

。

“

创客

”

群体的出现自然会直线推

升写字楼的需求

，

这是城市的福气

，

值得

珍惜

。

艰难前行的创客

，

走在转型路上的

国家与城市

，

正在翻开一个新的篇章

。

（作者系广州政经评论人士）

【贾语村言】

如果只给农民一个

城市户口，没有好的

医院、 学校和电影

院，他们还是农民。

爱凑热闹的中国人

木木

爱扎堆儿

、

凑热闹

，

无疑是中国人

最显著的性格特征之一吧

。

正是赏樱的季节

。

上个周末

，

武汉

大学据说就有十万人跑去凑热闹

，

校

内厕所里都人满为患

；

北京的玉渊潭

公园里

，

也很有那么几株樱花树

，

于

是

，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

，

整个公园里就

一定是人头攒动的好景致

。

赶着去凑

热闹的

，

大约比枝头的花朵都要多

，

也

不知人们扎堆儿地凑过去

，

到底是想

看花

，

还是去看人

。

当然还有看油菜花的

。

在

“

非季节

”

的时候

，

本人曾有幸被带去婺源参观

。

与印象中的寡淡水乡相去甚远

，

每一处

所谓的

“

景致

”，

总热热闹闹

、

红红火火

的

，

喜庆气氛十足

，

就免不了抱怨几句

“

这人声嘈杂的

，

有什么好看

”。

不过

，

当

地

“

土著

”

也很会劝慰人

———

已经好很

多啦

！

每年油菜开花的时候

，

漫山遍野

的

，

人比油菜花还要多

，

满世界沸反盈

天的动静

，

那才真是躲无可躲呢

。

也是

，

在这个世界上

，

要想躲开无

论干什么都爱扎堆儿的中国人

，

难度

确实不小

。

前几天

，

据说连漂在太平洋

深处的帕劳也有意见了

，

嫌中国游客

一下子去得太多

，

一边抱怨着

“

俺家地

方太小

，

实在接待不了

”，

一边就采取

措施

“

限行

”

了

———

从下个月开始

，

帕

劳政府将把来自中国的包机数量减

半

。

为了这事儿

，

帕劳的总统还特别站

出来解释

。

你看

，

中国人爱扎堆儿

、

凑热闹的

习惯

，

已经被人家上升到

“

不管理就失

职

”

的高度了

。

这倒也能从一个侧面说

明

，

中国人的这个习惯

，

大约还真能拔

得世界第一的名号

，

虽然有时候

，

这名

号实在有点儿不招人待见

，

甚至许多

时候连自己人都厌烦

。

中国人爱凑热闹

，

不光表现在爱

扎堆儿旅游

、

玩乐

、

购物等享受人生的

事情上

，

在别的事情上凑起热闹来

，

也

一点儿不含糊

，

比如投资

。

光伏产业火

了

，

大家就都跑去干光伏

；

煤炭

、

钢材

好卖了

，

就都赶着去挖煤

、

建钢厂

；

智

能手机

、

互联网时髦了

，

所有人又马上

一窝蜂地扑过去

。

最后

，

场面就一定会

变了样儿

，

都跑过去凑热闹了

，

被干的

那些行业就一定很热闹

，

热闹到不拼

出个你死我活来

，

就总没个完

。

当然了

，

炒股票的时候也不能不

凑热闹

。

只要指数连续涨几天

，

满世界

的中国人就一定会忙不迭地赶着去开

户

，

个个都憧憬着也能大捞上一笔

。

这

么多人一下子冲到这个市场里

，“

全通

教育

”

不涨到

800

块钱去

，

似乎还真是

没天理的事情

。

拜中国人的这个习惯

所赐

，

管理层要想驾驭着中国股市走

出一个长期的慢牛格局来

，

还真是难

如登天

。

其实

，

细想想

，

都着急忙慌地跑去

“

抢钱

”，

最终抢到手的

，

还真未必是

钱

。

即使侥幸大捞了一笔

，

实现了

“

财

务自由

”

之后干什么呢

？

据说是为了能

够在人生余下的光阴里

，

自由自在

，

想

干点儿什么

，

就干点儿什么

，

或者哪怕

就干脆混吃等死呢

！

不过

，

如此惬意的

日子

，

大约也就是想想罢了

，

依了绝大

多数中国人的本性

，

这样的日子是熬

不了几天

，

就一定会又急匆匆地扎堆

儿跑去看樱花

。

“

一万年太久

，

只争朝夕

”。

中国

人就这样

，

离开了

“

热闹

”，

真的没法儿

活

；

生怕眼睛一闭之后

，

就再也看不到

第二天的太阳

。

要让中国人改了这习

惯

，

难度大约很不小

。

一是

，

这习惯估

计早已被烙刻进了基因

。

所谓

“

古来圣

贤皆寂寞

”，

既然圣贤从来都是

“

一小

撮儿

”，

那芸芸众生当然就可以依了性

子凑热闹了

。

二是

，

都怕被边缘化

；

不

去凑热闹

，

最后就什么也捞不到

。

也

是

，

捷足先登者摇落樱花一地

，

后来者

空对枝头

，

人生的落寞

，

还真有点儿无

以言表呢

。

如此看来

，

中国人扎着堆儿地去

凑热闹

，

恐怕还要继续下去

。

如果真受

不了了

，

或者躲一躲

，

或者就得像帕劳

总统那样

，

整点儿措施出来才行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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