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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钩沉】

每一个濒临衰竭的事

物， 肌体上都积累着

一些旷日持久的矛

盾。明朝末期，贫富差

距扩大到无以复加的

地步。

从无人捐款到索饷无数

王国华

李自成围困北京城

，

大明王朝岌

岌可危

。

崇祯帝号召大臣和皇亲国戚

们主动捐款

。

大家都知道

，

明朝的公务

员们工资并不高

，

一个七品知县的年

薪不过

45

两银子

。

而官场上的礼尚往

来

，

动辄成千上万两银子

，

他们这些钱

都是从哪里来的

？

反正不是天上掉下

来的

。

捐

，

还是不捐

？

这是个问题

。

如

果不捐

，

等于和皇帝对着干

；

捐了呢

？

就等于承认自己确实有贪污行为

，

皇

帝秋后算账

，

也够当事人喝一壶的

。

不过

，

无论官场还是民间

，

要求巨

贾高官主动捐献的呼声越来越高

。

左

都御史李邦华上书说

：“

民间的乡绅富

民

，

如果家有万金

，

至少应该拿出二百

金来

，

根据这个比例

，

家中有五万金

者

，

应拿出一千金来

；

至于衙门里的吏

胥

，

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作奸犯科之辈

，

随便拎出一个来

，

都是盈千盈万

，

连普

通老百姓都懂得为国捐钱

，

难道此辈

反而可以安然地独享民脂民膏

？”

条令

颁布出去了

，

理所当然地

，

人们并不积

极

。

偶有捐献

，

立刻加官进爵

。

事实上

，

这就等于公开出卖爵位了

。

皇帝催逼得越紧

，

官僚们把自己

的腰包捂得越严实

。

崇祯十七年正月

，

皇上把阁臣们召集在一起

，

商量军国

大事

，

阁臣们说

：“

库藏银两太少了

，

外

面的银子也进不来

，

一切边费

，

刻不容

缓

，

现在

，

惟有内帑可以指望

。 ”

内帑

，

也就是皇帝的家私

。

皇上一听

，

沉默了

半天

，

说

：“

内帑的事难以告诉先生们

，

这事不要再提了

。 ”

三月十日

，

崇祯派太监徐本正到

太康伯张国纪

、

嘉定伯周奎的家里去

借钱

，

前者是前任皇帝的老丈人

，

后者

是崇祯的老丈人

。

父以女荣

，

平时搂起

钱来

，

向来是脸不变色心不跳

，

现在要

往外挤

，

却都一个个面露难色

。

周奎

说

：“

我哪里来那么多钱啊

？

我又不是

造币厂的

！ ”

后来

，

周奎勉强拿出来两

千两银子

，

并给皇后写了一封亲笔信

，

诉说自己的苦衷

。

徐本正仰天长叹

：

“

你可是皇上的至亲啊

，

怎能如此吝

啬

？

万一朝廷倒了

，

你积蓄再多的财产

又有什么用

？ ”

徐本正的话

，

的确有道理

。

可为什

么从皇帝到臣子

，

都不愿意花自己的

钱呢

？

彼此之间即使再不信任

，

在这唇

亡齿寒的危急关头

，

为什么依然一毛

不拔

？

所以

，

一定有比唇亡齿寒更可怕

的因素

。

这种因素

，

就是由高度的贫富

不均造成的不安全感

！

每一个濒临衰竭的事物

，

肌体上

都积累着一些旷日持久的矛盾

。

明朝

末期

，

贫富差距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

步

。

兵科给事中曾应遴在奏折中说

：

“

如今天下大势

，

不是贼寇势力大

，

而

是老百姓乐于跟着贼走

。

一个国家

，

不

患寡而患不均

；

不患贫而患不安

。

今天

的缙绅富豪

，

不但不纳税

，

还要像政府

一样从老百姓身上搜刮

，

以致富者极

其富

，

贫者极其贫

，

民不能聊生

。”

一方

面

，

连年灾患

，

大饥荒在全国不断蔓

延

，

老百姓吃树皮

，

吃观音土

，

甚至吃

人肉

，

这样靠下去

，

只有死路一条

；

另

外一方面

，

官僚乡绅大量聚积米粮

、

财

富

，

囤积居奇

，

死也不肯拿出来

。

前者

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权

，

要想获得维持

生命的一口饭

，

一碗粥

，

只能到富人手

里去夺

。

而富人们呢

？

他们被穷人们触

目惊心的窘境所震撼

，

像冬天的狗熊

一样拼命往自己肚子里填东西

。

无论

“

路有冻死骨

”

还是

“

朱门酒肉臭

”，

都

是社会不健康的外在表现

，

挨饿的和

需要减肥的

，

都处于一种强烈的疾病

状态中

，

所有的人都要抓住点什么东

西

，

才能缓解内心的紧张

。

李自成进驻北京以后

，

把明朝们

的遗臣们抓起来

，

派大将刘宗敏严刑

索饷

。

覆巢之下

，

已无完卵

。

刘宗敏从

周奎家里得现银五十三万

，

绸缎布匹

不计其数

。

加上从其他大臣那里搜刮

来的

，

真个是满载而归

。

不过

，

这样的

再分配

，

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

财富不

过是从少数旧勋手里转移到少数新贵

手中

，

跟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少关系

。

(

作者系深圳作家

)

【说法不武】

完善网络管理的相

关法律法规和司法

解释，方能从制度上

终 结 靠 “删 ” 吃

“删” 乱象。

删帖产业火爆折射依法治网的法律短板

刘武俊

删一条帖子能挣上千元

，

一天可

获利数万元

，

月收入轻松过十万元

……

近日

，

湖北省蕲春县公安局破获

一起特大有偿删帖案

，

全国

22

个省市

近

2000

人涉案

，

涉案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

其中

，

一名

26

岁从事删帖业务

的犯罪嫌疑人

4

年净赚

780

余万元

。

湖北特大有偿删帖案令一条庞大的删

帖黑色利益链浮出水面

。

链条上的执

行者和中间人身份复杂

，

不仅有大学

生

、

教师

、

医生

、

网络编辑

，

还有公务员

甚至警察

；

而主要客户则包括政府官

员

、

知名企业和明星等

。

犯罪嫌疑人自

曝全国每年

“

删帖产业

”

的收益数以亿

计

，

从业人员数以万计

。

湖北特大有偿删帖只是折射出删

帖产业火爆的冰山一角

。

从目前情况

看

，

被举报的官员和企业以及被曝光

的明星是重点删帖对象和客户群

。

在

警方获取的犯罪嫌疑人删帖资料中

，

有类似

“

官员包养情妇

，

为其写下保证

书

”

的桃色新闻

，

有

“

全国最牛检察长

豪车

、

豪房

”

等涉及贪腐官员的网帖

。

上市公司也是删帖重点客户

。

每年

“

3.15

”

前夕

，

删帖公司的相关订单往

往都接不过来

，

主要涉及老百姓关心

的环保

、

食品

、

住房及医药等方面

。

此

外

，

一些明星

、

演员或者公众人物发现

自己的负面信息后

，

要求删帖也出手

爽快

。

删帖产业火爆从一个侧面表明网

络舆情的威力

，

网络舆论监督在反腐

败中发挥着越来越独特的作用

。

不少

贪官都是被网络举报舆论发酵后被有

关部门跟进查处的

。

不过

，

有偿删帖的

火爆无疑会削弱网络舆情的正能量

，

且容易滋生权钱交易

、

利益输送等腐

败现象

。

有偿删帖行为不仅侵害了网

民的表达权和知情权

，

也恶化了互联

网生态环境

，

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

。

某

些网络删帖行为已经涉嫌腐败

，

成为

捞钱的工具

。

个别互联网管理部门工

作人员与公关公司等勾结串通

，

有偿

删帖

；

一些网站明目张胆地以网络负

面信息发布要挟企业或地方政府部

门

，

敲诈勒索钱财

，

形成一条灰色产业

链

。

2014

年

9

月

，

中纪委监察部曾对

中央外宣办五局原副局长高剑云违法

违纪情节做出通报

，

高剑云涉嫌利用

职务便利

“

有偿删帖

”，

索要

、

收受巨额

贿赂

。

治理有偿删帖乱象亟需完善法律

法规

。

彻底清除有偿删帖的利益链和

滋生土壤

，

需要更加完善系统的法律

法规

。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

加强互

联网领域立法

，

完善网络信息服务

、

网

络安全保护

、

网络社会管理方面的法

律法规

，

依法规范网络行为

。 ”

有偿删

帖等网络违法行为之所以屡禁不绝

，

主要在于法律法规方面尚缺乏具体规

定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

最高法

、

最高检联合

出台司法解释

，

明确规定有偿删帖为

非法经营罪

。

今年初

，

国家网信办等四

部委还启动了

“

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

”

专项整治工作

。

相关部门对有偿删帖

等网络犯罪也多次进行严厉打击

。

但

每次打击后

，

有偿删帖往往稍作收敛

后便又沉渣泛起

。

有关司法解释对网

络删帖的需求方

、

执行者及中介各自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够明确

，

导致一

些人虽参与赚取灰色利益但未受到法

律制裁

。

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

为依法打击

有偿删帖提供精准的法律武器

。

进一步推进网络管理的法治化和

制度化

，

对网络管理部门

、

网络编辑的

权力进行制度化约束

。

同时

，

建立有堵

有疏的机制

，

对于恶意诬告诽谤及虚

假不实的信息要建立合法正规的删帖

程序及投诉渠道

。

进一步加大对有偿删帖的整治力

度

，

整治要力求常态化

。

5

月初

，

有关部

门在

“

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

”

专项整治

中关闭了第三批违法违规网站

40

家

，

数量较前两批有所增加

，

专项整治的

力度进一步加大

。

不过

，

对有偿删帖的

整治不能搞运动战

，

而要常态化

，

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

。

一言以蔽之

，

删帖产业火爆折射

了依法治网的法律短板

，

完善网络管

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

方能

从制度上终结靠

“

删

”

吃

“

删

”

乱象

。

（

作者系《中国司法》杂志总编

）

【缘木求鱼】

希拉里女士，虽然管

不住克林顿，但没准

儿就能把美国治理

得妥妥帖帖。

缺乏想象力的中国人

木木

卡莉

·

费奥里娜女士

，

是赫赫有名

的惠普公司的前

CEO

，

现在

，

她正致

力于成为美国下任总统的事业

。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

卡莉女士似

乎都无愧于

“

女强人

”

的称号

。

虽然当

年运气不好

，

被

“

造反

”

的股东以企业

经营

“

业绩不佳

”

的理由赶出了惠普

，

但这显然并不是一些心胸狭隘的人士

质疑其强悍能力的好依据

，

毕竟

，

一个

管不好一个企业的人

，

可不一定也管

不好一个国家

，

正如她的

“

对手

”

希拉

里女士

，

虽然管不住克林顿

，

但没准儿

就能把美国治理得妥妥帖帖

。

同样的例子

，

中国人见得多了

。

比

如

，

那个汉帝国的缔造者刘邦

，

虽然带

兵不行

，

但这一点儿也没妨碍他把手

下的将领们安排得井井有条

。

再比如

那个宰牛宰到了艺术高度的厨子

，

也

能让高贵的文惠君悟出一些别样的道

理来

。

所以

，

在评判别人这种事儿上

，

中国人就从来比较谨慎

。

每当有得意

的年轻人

，

忘形地在人前人后或呼来

喝去

、

或聛睨一切的时候

，

就总免不了

有老成持重的中国古人

，

慢悠悠地提

醒一句

，“

别从门缝里看人

”。

因此

，

媒体上有人以惠普的经历

质疑卡莉女士的治国理政能力

，

就真

是有点儿

“

门缝里看人

”

了

。

对卡莉女

士而言

，

这无论如何都有点儿不太公

平

。

不过

，

卡莉女士大概心很大吧

，

所

以竟也没把这质疑当成什么了不得的

事儿

；

又或者

，

在她的认知里

，

就从来

没有什么

“

别从门缝里看人

”

的概念

吧

，

所以

，

发现有人从门缝里看她

，

亦

觉正常得很

，

毫不为忤

，

而且自己干起

同样的事儿来

，

似乎还更熟门熟路些

。

在竞选美国总统大戏开场前的某

次热身活动中

，

据美国媒体报道

，

卡莉

女士和一群政治博客写手聊天时称

，

中国人很擅长考试

，

但没有想象力

、

创

业精神或创新意识

。

虽然

，

缺乏想象力的人大约永远

也闹不明白

，

选美国总统和中国人有

没有

“

想象力

、

创业精神或创新意识

”

有什么勾连不清的关系

，

估计大多数

中国人都会产生

“

躺枪

”

的感觉

，

但鉴

于卡莉女士

“

女强人

”

的身份和经历

，

她做出的判断

，

大约总会有依据

、

有目

的的吧

。

藏在卡莉女士脑子里的依据

，

想

必多得很

，

简直要达到信手拈来的地

步了

。

而最新鲜的证据是

，

作为中国最

著名

、

最高贵的大学之一

，

复旦大学在

其

110

岁生日庆典当天推出的新版官

方宣传片

《

To My Light

》（

多么高大

上而又异常洋气的名字啊

，

土鳖们想

必是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的

），

居然涉

嫌抄袭

。

一个最高等学府

、

在

110

年一遇

的隆重时刻用来充门面的

、

几分钟长

度的一个宣传片都要抄袭

，

也难怪卡

莉女士言之凿凿了

。

更要命的是

，

甫一

被人揭发

，

校方居然还强词夺理地为

自己辩护

，

虽然后来在重压之下终于

认错

，

但随后发布的替代版宣传片

，

居

然又被人发现还有抄袭创意的嫌疑

，

除此之外

，

甚至连校庆的

“

LOGO

”

也

与美国苹果的某个图标颇为

“

神似

”。

按照这个最新鲜证据的标准

，

我

们大约还得感谢卡莉女士很有口德

了

，

起码

，

她没把虚伪

、

怯懦的帽子也

甩到中国人的脑袋上

。

不过

，

中国人感

不感谢或者是其他什么态度

，

想必正

全心全意准备角逐美国总统宝座的卡

莉女士是不关心的

，

她关心的

，

想必是

自己的判断

，

能否被围拢在身边的这

些

“

政治博客写手

”

准确地传达给美国

人

；

她准备致力改造的

，

也不过是美国

人的学习和思想

。

因此

，

中国人实在不必因了卡莉

女士率直的观点而大动肝火

，

人家说

话的对象压根儿就不是你

。

如果还有

人实在不服气

，

倒不如反躬自问

，

身上

有没有别人说的毛病

。

毕竟

，

这才是中

国人为人处世的传统

。

大约

，

也正是因

了这些传统的庇佑

，

中国人才能几千

年地一路走到今天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A3

二次房改、贪官外逃与深圳楼市

刘晓博：“二次房改”

将带来何种影响

我猜测

，

将会有以下政策出台

：

1

、

对于低收入阶层

，

住房主要通

过廉租房来解决

；“

夹心阶层

”，

则主要

通过共有产权住房

（

部分产权是国家

的

）

来解决

。

其他产权复杂的住房类型

将消失

。

2

、

设立住房储蓄银行

，

改革住房

公积金制度

，

让刚需一族购房更容易

。

3

、

逐步取消行政手段对住房市场

的调控

，

住房的投资需求事实上被承

认

。

否则

，

众多过剩的住房无法消化

。

4

、

房产税会出台

，

但力度会比很

多人预估的要弱

。

5

、

MBS

（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

）

会全面推行

，

这事实上相当于向房地

产行业注入流动性

。

整体而言

，“

二次房改

”

将对房地

产行业构成利好

，

而不是利空

。

林子敬：封锁贪官

外逃资金挑战多多

很多非法资金的流动未必通过国

内正规的金融机构

，

虽然外管局限制

个人每年最多换汇

5

万美元

，

但是贪

官总是有办法转移大额资金

。

资金转

移的方式

，

根据央行反洗钱局的统计

，

至少存在

8

种途径

：

现金走私

、

替代性

汇款体系

、

经常项目下交易

、

境外投

资

、

信用卡工具

、

借道离岸金融中心

、

海外直接收受

、

借道境外特定关系人

。

中国目前重点监视的资金汇出

国

，

包括泰国

、

新加坡等周边国家

，

美

国

、

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

香港

、

澳门等

主要中转地区

，

还有重点离岸金融中

心

，

如英属维尔京群岛

、

开曼群岛

、

萨

摩亚

、

百慕大等等

。

特别是涉及离岸金

融中心的资金汇出

，

金融机构和外汇

局在审查时都比较谨慎

。

《新财富》杂志：

深圳房价为何疯涨

新增供给不足是一大主因

。

说到

底

，

还是因为缺地

，

物以稀为贵

！

据官

方数据显示

，

深圳到

2020

年的建设用

地上限是

976

平方公里

，

但现在已使

用

940

平方公里

。

这意味着

，

未来

5

年

，

深圳只有

30

平方公里的新增建设

用地

，

每年仅

6

平方公里

。

因为新增土

地少

，

因此深圳这座中国最年轻的城

市早早就走上了城市更新的道路

。

在

经历佳兆业事件后

，

深圳众多城市更

新项目的推进必然会受阻

，

周期也将

更长

，

这也会导致深圳加快新房供应

方式的改变

，

短期内新房将更加供不

应求

。

深圳的房价在补涨

。

从城市层面

看

，

在这一轮楼市回暖过程中

，

表现最

为突出的当属深圳

。

近期深圳二手房

价格更是出现大幅上涨

，

仅

3

、

4

两月

累计价格涨幅即超过

7%

，

这样强劲的

涨幅在历史上也属于高位

。

同时

4

月

价格同比涨幅也达到

12.6%

。

不论环

比还是同比

，

深圳

4

月的价格涨幅均

为国内所有城市之冠

，

可是

，

理由呢

？

有专业人士认为

，

相对北京

、

上海等一

线城市动辄七八万一平方米的单价

，

深圳的房价并不高

，

现在涨幅明显是因

为要补涨

。

补涨原因很多

，

概括来有以下几

点

：

1

、

深圳城市环境好

，

无论是空气质

量

、

绿化环境还是生活配套

，

并不亚于

北京

、

上海

，

甚至更适宜居住

。

2

、

深圳经

济动力强劲

，

城市排名早已提前

，

甚至

超过了上海广州

。

3

、

深圳的金融步伐

快

，

相对其他几个城市

，

深圳的金融前

景步伐更快

，

有新金融就有新未来

。

4

、

深圳的人口结构

，

本土人不多

，

多为外

来

，

而且他们有强烈的归属感

，

要在这

个城市立足

，

大多是年轻人

，

年富力强

，

正在上升期

。

5

、

深圳的房屋持有量本身

就低

，

其他一线城市原居民大多都有

房

，

而深圳基本上都是刚需和改善

，

房

屋需求旺盛

。

（

孙勇 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