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缘木求鱼】

恶人最怕“恶人磨” ，

执著对执著， 恶搞对

恶搞，往往最有效。

Column

A3

专栏

主编:王安平 编辑：孙勇 2015年 7月 24日 星期五

Tel

：(0755)83501681

【锦心绣口】

笔者认为，《董监高

持股规则》的有关规

定， 破坏了 A 股市场

法规的严密性和严肃

性，需尽快完善修正。

董监高减持间接持股也应严格禁止

熊锦秋

前段时间证监会发布公告

，

规定

6

个月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

5%

以上股东及董监高人员不得通过

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

，

不过

，

最近

宝莫股份等上市公司的董事减持了其

旗下企业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

等于

是间接减持

。

笔者认为

，

应禁止有关主

体打此类擦边球

，

尽快堵上有关口子

，

否则将影响股市稳定

。

此次证金公司真金白银救市

，

已

经饱受质疑

，

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

，

证

监会禁止持股

5%

以上的大股东及董

监高减持

，

这让救市政策的正义性提

高不少

，

这样救市好处基本都可让普

通投资者分享

。

但现在政府一方面通

过证金公司大举买入

，

另一方面鼓励

投资者重拾投资信心

，

若允许大股东

等间接减持

，

套取救市利益

，

那么再多

的救市资金也无济于事

，

因为有相当

多的董监高是通过其旗下企业持有上

市公司股票

，

这些股票总市值是一个

相当庞大的数字

。

由此对间接减持也

应采取严厉处罚措施

，

以儆效尤

。

当然

，

目前法律法规对

“

持有

”

的

概念左右摇摆

，

在一些场合

“

持有

”

似

乎是

“

实际持有

”，

但在另外一些场合

却是

“

名义持有

”

的概念

，

这是让有关

主体企图钻空子的原因

。

监管层将

“

持

有

”

解读为

“

实际持有

”

的例子有不少

，

2011

年

12

月

，

陈隆基将多伦投资

（

香

港

）

有限公司转让给李勇鸿

（

香港居

民

），

而多伦投资

（

香港

）

持有

4000

万

股多伦股份

；

2012

年

6

月

27

日

、

7

月

3

日李勇鸿出让多伦投资

（

香港

）

全部

股权

、

并在香港办理了股权转让过户

登记

；

对此

2012

年

12

月上交所作出

《

关于给予多伦股份原实际控制人李

勇鸿公开谴责的意向书

》，

称李勇鸿

在取得多伦股份实际控制权后不满

12

个月即转让他人

，

违反了

《

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

》

和相关承诺

，

等于交

易所将实际控制人旗下企业

“

实际持

有

”

上市公司的股份也理解为

“

持有

”。

此外

，

证监会在处罚短线交易的一些

案例中

，

即使有关主体不是在自己名

下账户交易

、

而是通过自己控制的账

户交易

，

也被认定为构成短线交易

，

也

是将

“

持有

”

解读为

“

实际持有

”。

当然

，

将

“

持有

”

理解为

“

名义持

有

”

的情形也是有的

。

2007

年证监会

发布

《

上市公司董监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

以下简称

《

董

监高持股规则

》），

专门就

《

公司法

》、

《

证券法

》

有关上市公司董监高买卖

本公司股票限制性规定进行了细化

，

其中第三条规定

，

上市公司董监高所

持本公司股份

，

是指登记在其名下的

所有本公司股份

；

当时证监会有关负

责人还专门对此解释

，

指出

《

规则

》

中

的

“

持有

”

以是否登记在其名下为准

，

不包括间接持有或其他控制方式

。

也

就是说

，

此时

“

持有

”

却被定义为

“

名

义持有

”。

归纳来看

，《

证券法

》

在规范短线

交易以及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在

规范收购行为时

，

将有关主体的

“

实际

持有

”

都当做

“

持有

”；

而

《

董监高持股

规则

》

却规定董监持股不包括间接持

股

。

但假若身兼高管职务的大股东

，

通

过间接收购方式

、

也即购买持有上市

公司股权的其他公司股权来进行上市

公司收购业务

，

或许这其中可能产生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律逻辑矛盾

。

笔者认为

，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

法律优

于部门规章

，

理应统一将

“

持有

”

都理

解为

“

实际持有

”。

显然

，《

董监高持股规则

》

有关规

定是存在极大问题的

，

这等于允许董

监高间接持股随便减持

，

如果说上市

公司董监高间接持股减持时就可不受

约束

，

那真不知道制定相关减持法律

有何意义

？

而且

，

或许将来越来越多的

董监高将会采取间接方式来持有上市

公司股票

，

由此既可进入上市公司内

部获取内幕信息

，

又可免受法规对减

持的种种约束

，

一举多得

。

笔者认为

，

《

董监高持股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破坏

了

A

股市场法规的严密性和严肃性

，

需要尽快完善修正

；

而在此救市紧要

关头

，

更应明确制止董监高打擦边球

减持的企图

，

防止股市出现新的不稳

定因素

。

(

作者系资本市场分析人士

)

执著与恶搞

木木

“

一千个读者眼中

，

就会有一千个

哈姆雷特

”。

其实

，

何止是哈姆雷特

，

大

千世界

，

这句话放到哪里都能说得通

。

比如

，

一部

《

西游记

》，

革命者能读出

“

哪里有压迫

，

哪里就有反抗

”，

保守派

或许也能发现

“

破坏秩序者绝不会有

好下场

”，

当然也少不了阴谋论者

———

偷窥到作者正在满头大汗地刨着神圣

殿堂的墙脚

……

还有一种发现比较有意思

。

有人

认为

，《

西游记

》

其实是一部向世俗之

人宣教佛法的教义

，

书里的几个主要

形象

，

都是肩负了教化的重任的

，

其

中

，

孙悟空代表着

“

嗔

”，

猪八戒代表着

“

贪

”，

沙悟净代表着

“

痴

”。

从佛眼那里

看过来

，“

嗔

”、“

贪

”、“

痴

”

种种色相

，

无

疑就是套住凡夫俗子脖子的枷锁

，

要

想成仙成佛

，

不去了这些枷锁

，

显然就

不能成功

。

所以

，

孙悟空的脾气确乎是

越来越小了

，

猪八戒也终究忍住了没

跑回高老庄去

，

而沙悟净的脑筋到最

后也好像确实活络了些

。

于是

，

他们最

后都修成了正果

。

如此遮遮掩掩地宣教

，

毕竟有点过

于深奥了

，

凡夫俗子之所以为凡夫俗

子

，

心思毕竟都浅陋得很

，

整日被五彩

缤纷的诸多色相诱惑着

，

沉溺其中难

以自拔

，

乐还乐不过来呢

，

哪里还顾得

上悟道

。

更有那些原本就没想成仙成

佛

，

只铁了心想快活一世的

，

就更没闲

工夫琢磨左一个

、

右一个蹦出来的妖

怪的真面目了

。

《

西游记

》

里

，

虽然有名有姓

、

无名

无姓的神仙

、

妖怪很是不少

，

但与堕落

在凡尘里难以自拔的凡夫俗子比起

来

，

数量毕竟还是少之又少

———

也是

，

神仙多了也不值钱

，

没有数量庞大的

俗人衬托着

，

估计神仙也很难高贵得

起来

。

由此看来

，

如果

《

西游记

》

真是一

部深奥的教义的话

，

作者的心思不但

有点儿白费

，

而且也马上有堕入

“

执

著

”

的嫌疑

———

也真是

，

许仙自迷白娘

子

，

有你法海什么事儿呢

？

三个妖怪徒弟都各有本真

，

那个

唐僧师傅当然也一定要代表点什么

。

代表什么呢

？

当然非

“

执著

”

莫属了

。

这

当然是说得通的

，“

执著

”

显然更厉害

，

有

“

执著

”

这个师傅在

，

就一定会有

“

嗔

”、“

贪

”、“

痴

”

这些徒弟不离不弃地

紧紧跟随

。

除去我执

，

才能明心见性

，

于是

，

师傅成了佛

，

徒弟们自然就

“

作

鸟兽散

”。

从佛的角度看

，“

执著

”

实在是套

在俗人脖子上千千万万副枷锁中最沉

重的那一副

，

要把这副枷锁从脖子上

除下来

，

难度估计跟登天差不多

。

于

是

，

佛也就只能整天眯着眼

，

悲悯地注

视着在重枷之下不断挣扎的俗人默默

无语了

。

不过

，

俗人们倒往往身在苦中

不觉苦

，

特别是有些

“

慧根

”

的

，

偏还能

苦中寻乐

、

苦中作乐呢

。

比如那对在试衣间里寻觅快乐的

人

。

在那种地方寻快乐

，

没有一股执著

劲儿显然不行

，

而想把一时的快乐变

成永恒的快乐

，

其执著心的狠劲儿

，

恐

怕就能把唐僧比得掩面而逃

。

还有一

种说法

，

这次

“

快乐事件

”

是优衣库的

一次快乐营销

，

这倒挺符合其快乐无

极限的本真

。

不过

，

到目前为止

，

优衣

库还是很决绝地否认着这种

“

快乐

”。

执著于快乐并走向极致

，

大约最

终就要堕入恶搞的泥淖

。

对这种寻觅

快乐

、

追求快乐的执著人的恶搞

，

大约

早就去了执著心的佛爷也没什么好办

法

，

顶多用

“

十八层地狱

”

之类的故事

吓吓人罢了

。

这套说辞

，

估计对现世中

执著地寻觅快乐的俗人们早就没了威

慑力

，

没准儿还有特别执著的

，

连那种

地方也想闯去耍一耍呢

。

要真想拯这些执著者于水火

，

恐

怕同在世俗红尘里的警察们

，

就不能

超脱得如佛爷般地看着这些执著者快

乐

、

恶搞

，

而必须更执著一些

。

世事大

抵如此

，

恶人最怕

“

恶人磨

”，

执著对执

著

，

恶搞对恶搞

，

往往最有效

，

不惟对

“

试衣间

”

如此

，

对其他的什么地方

，

效

果也差不到哪去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你用布买过东西吗

王国华

古代货币有什么

？

铜钱

、

金元宝

、

银两

，

这些都没错

。

不过

，

翻阅古籍你

会发现

，

我国历史上一度曾摒弃铜钱

、

银钱

，

以布帛为货币

。

东汉章帝时

，

粮食和布帛价格越

来越高

，

基层经费严重不足

，

朝野上下

产生强烈危机感

。

尚书张林说

，“

当今

不仅是谷物贵

，

万物皆贵

。

为什么贵

呢

？

是因为钱太贱

（

好像是一句废话

）。

最好的办法是修改法令

，

让人们用布

帛交税

，

买东西也用布帛

，

把钱都封存

起来不让它流通

，

这样钱少了

，

物价就

降下来了

。”

这是史书中较早出现的以

布帛为货币的文字记载

。

另一个尚书

朱晖说

，

自古天子不谈论财货之有无

，

诸侯不交流财货之多少

。

咱们这些吃

国家俸禄的人

，

不能与民争利

。

如果用

布帛交税

，

必然会有官吏从中捣鬼牟

利

。

不好不好

。

章帝认为张林说的对

，

听朱晖讲一堆大道理

，

心里很烦

，

当即

采纳了张林的建议

，

但时间不久就废

除了

。

为何废除

，

不得而知

。

温饱问题乃农耕社会第一要义

。

粮食与

“

饱

”

有关

，

布帛与

“

温

”

有关

。

以

物易物

，

莫过于谷物与布帛

。

直接以谷

帛结算

，

看起来还能节省中间环节

，

免

被盘剥呢

。

古代的工资称为薪资

，

便是

买柴买米的钱

。

很多时候

，

政府公务员

的工资干脆用每年多少石粮食来统

计

。

一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

我爷

爷的月工资上标注的还是

22

斤小米

。

东汉末年

，

战乱频仍

，

朝野均无心

（

也无财力

）

铸钱

，

钱

、

物比例失衡

，

货

币太少

，

故物品价格极低

。

转眼到了三

国时期

，

黄初二年

（

221

年

）

魏文帝曹

丕下令废掉钱币

，

让老百姓以谷

、

帛作

为交易媒介

。

到魏明帝时

，

废钱用谷多

年

，

投机取巧的人渐渐摸到了门道

，

故

意把交易用的谷物弄湿以增加重量

，

把布帛织得很薄以节省成本

，

结果粮

食换回家没法吃

，

布帛带回家没法穿

，

本该实用的物品变得不实用了

，

所谓

暴殄天物是也

。

大臣司马芝等一致认

为

，

钱币的流通不但对增加国家收入

有好处

，

而且可以减少犯罪

。

建议皇帝

赶紧下令造钱

。

魏明帝从谏如流

，

废除

了曹丕时代的政令

。

东晋安帝元兴年间

，

桓玄当政

，

也不知道他搭错了哪根筋

，

再次提出

用粮食和布帛取代钱币

。

西阁祭酒

（

一种官衔

）

孔琳之发表长篇反对意

见

，

要点如下

：

一

，

古今帝王制造无用

的钱币

，

用来让有用的货物得以流

通

，

既可以减少货物的损耗

，

又可以

减少运输的麻烦

，

此乃货币不废的根

源

；

二

，

前朝兵荒马乱

，

钱币流通不

畅

，

是自然而然废止后被谷帛取代

的

，

并非政府强力推行

；

三

，

前朝曾经

的废钱用谷弊端重重

。

曹魏时代屡用

酷刑

，

亦无法禁止人们在谷

、

帛中造

假掺土

；

四

，

近年来经常打仗

，

灾荒不

断

，

饥寒问题解决不了

，

这是本次讨

论废除钱币问题的原因

。

我认为大力

发展农业

，

让老百姓手中的粮食和布

帛增多才是根本之道

。

吃饭穿衣问题

都搞定

，

还废除钱币干嘛

？

大家对孔琳之的发言纷纷叫好

，

桓玄的主张亦没实行

。

不过

，

此后多年

，

民间还是经常

以谷物布帛做货币

，

它们与各类钱币

并行于市场上

。

北魏时三门都将薛钦

在一份上疏中计算运输成本时说

，

通

过税收收上来的物品

，

从华州运到京

都

，

每车运费官府发给绢八匹三丈九

尺

，

另外民户私人还要给雇价布六十

匹

；

河东郡一车的运费官府发给绢五

匹二丈

，

另外民户还要给雇价布五十

匹

……

以布匹来计算报酬而不是以

钱币

，

可见当时这是多么常见的现

象

。

南北朝时的梁朝初期

，

唯有京都

和三吴等地用钱币流通

，

其余州郡

，

则杂以谷帛进行交易

。

一直到陈朝灭

亡

，

岭南各州都以盐

、

米

、

布进行交

易

，

很少使用钱币

。

唐代诗人白居易

在

《

卖炭翁

》

中说

，

卖炭翁的一车炭

，

千余斤

，“

宫使驱将惜不得

。

半匹红绡

一丈绫

，

系向牛头充炭直

。 ”

他的意思

是用

“

半匹红绡一丈绫

”

充当卖炭的

价值

，

给少了

，

值不抵炭

，

没说以布当

钱不正当

。

相反

，

宫使的做法恰说明

几百年后

，

中国社会使用布匹充当货

币的现象依然普遍

。

（

作者系深圳作家

）

【经济钩沉】

我国历史上一度曾摒

弃铜钱、银钱，以布帛

为货币。

� � � � 在微信的海洋里

采撷最精彩的浪花

“十三五” 布局与放开二胎

凤凰周刊：十三五

经济增速目标说法多

对于

“

十三五

”

期间

，

中国经济增

速的目标设定

，

各方似乎存在一定分

歧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

司司长徐林在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表

示

，

中共十八大提出

，

2020

年国内生

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

。

如果

2015

年的经济增速达

到了

7%

，

那么

“

十三五

”

期间中国年均

经济增长必须达到

6.56%

。

2014

年

，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

济研究所接受国家发改委委托

，

对

2016-2020

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进行

测算

，

发现在

7%

左右甚至

7%-7.5%

。

这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经合组织

、

汇

丰银行等所做估计仍属保守

。

该所所

长樊纲表示

，“

中国内地的人均

GDP

在

2013

年底只有美国的

13%

多

，

韩国

在

1979

年达到美国的

13%

水平

，

之后

还有

20

年的高增长

。

中国增长的潜力

仍是巨大的

。 ”

由此

，“

十三五

”

期间中国经济增

速的上下区间已经基本确定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

长林毅夫希望将增速目标设定高一

些

。

因为经济增速在

7%

时

，

城乡居民

收入增长又快于

GDP

增长

，

那么企

业的利润率是很低的

。

如果经济增速

降到

6.6%

甚至更低

，

企业的状况很可

能更糟

，

失业会增加

，

局部金融风险爆

发的可能性会增加

。

高明勇：放开二胎

千万别再拖拉

还有人在担心放开二胎生育后

，

会不会出现生育井喷

。

这几天

，

很多人

的见面问候语都是

，

你会再生一个吗

？

早在去年

7

月

，

国家卫计委有关

发言人表示

，

除西藏

、

新疆外的

29

个

省

（

区

、

市

）

已依法启动实施了

“

单独两

孩

”

政策

。

然而

，

研究数据表明

，

新增出

生人口数远低于预期

。

据估计

，

我国符

合政策条件的夫妇共有

1100

多万对

，

但其中提出申请的家庭不足

10%

。

当然

，

有一个认知误区需要明确

，

符合政策的家庭

，

有生育意愿的家庭

，

符合条件并受孕的家庭

，

符合政策并

成功生育的家庭

，

这一系列都需要跟

踪数据来说明

，

否则

，

短短一年时间

，

就准确为单独二胎政策打分

，

还为时

尚早

。

尽管如此

，“

单独两孩

”

政策出台

一年后

，

并没有出现当初有些人普遍

推测的

“

井喷式

”

申请和出生人口激

增

。

间接方面

，

这也为全面放开二胎敲

响警钟

，

宜早不宜迟

。

从现实看

，

全面放开二胎

，

对农村

影响并不大

。

据媒体报道

，

在农村

，

二

胎生育政策早已形同虚设

，

一些地方

政府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

要么视

为巨大产业

，

一手发证放行

，

一手收取

罚款和社会抚养费

。

对于城市

，

影响生育的因素也不容

乐观

。

一方面

，

近年来城市的生活成本

急剧上涨

，

导致孩子养育成本尤其是教

育成本攀升

，

这让不少有生育意愿的家

庭敬而远之

，

另一方面

，

城乡二元对立

的巨大鸿沟

，

让进城的年轻人面临更大

的压力

，

老人无所养

，

孩子没人带

，

要么

像候鸟一样成为城漂族

，

要么成为留守

一族

，

都将成为残酷的现实问题

。

所以

，

人口学者顾宝昌才会指出

，

从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和生育意愿

看

，

全面放开二孩后

，

总和生育率也不

可能达到

2%

，

还是低于人口世代更替

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