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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宇杂谈】

从需求来看， 中国房

地产市场的增量空间

确实还很大， 开发商

也不用担心需求突然

出现“断层” 。

房子，90后不可承受之重

李宇嘉

正好比在孙燕姿的歌中唱到

：“

我

要一所大房子

，

有很多很多的房间

，

一

个房间有最快的网路

，

一个房间有很

多的吉他

，

一个房间有我漂亮的衣服

，

一个房间住着我朋友和他的 爱 人

……”，

这是关于

“

住房梦

”

的浪漫表

达

。

说的直白一点

，

就是

“

不要金窝银

窝

，

就要自己的狗窝

”。

只有拥有一个

这样的

“

窝

”，

才意味着自己告别了漂

泊

，

真正在城市

“

安定

”

和

“

扎根

”

下来

，

也才有家庭和蓬勃的事业

。

在行为特征

、

消费倾向

、

价值认同

上

，

打着浓重时代标识和代际差别的

“

90

后

”，

会逃脱这一铁律吗

？

17

岁上

大学

、

21

岁大学毕业

，

在踏进

“

职场

”

３

年后的

24

岁买房

、

结婚和生子

，

这是

我国城市每一代新生力量进入社会的

一般节拍

。

这样来看

，

在购房人群中

，

不知不觉的

，“

90

后

”

已经登堂入室

了

，

而且越往后越成为楼市需求的主

力军

。

那么

，“

90

后

”

是不是像马佳佳

所说的

，

是

“

不买房

”

的笃定者

？

近期

，

网上公布的零点研究咨询

集团

《

2014

年大学生生活形态及消费

调查

》

显示

，

29.6%

的

“

90

后

”

表示

，

毕

业

5

年内会买房

，

84%

的人表示早晚

会买房

，

而

65.9%

的人希望

“

先房后

婚

”。

事实上

，“

90

后

”

买房的这些特征

与

“

80

后

”，

甚至是

“

70

后

”

也并无多大

区别

。

而且

，

对于

“

三十而房

”

的良好愿

望能否实现

，“

90

后

”

表现得更乐观

，

只有

5.3%

的人表示

“

根本没有信心买

房

”。

看来

，

置业成家是国人共性

，“

90

后

”

也难逃

“

购房圈

”。

这样来看

，

被马佳佳着实吓了一

跳的万科

，

犯不着担心

“

90

后

”

不会买

房

。

如果说

“

60

后

”

和

“

70

后

”

中的绝大

部分是幸运的一代

，

上大学赶在

“

扩

招

”

之前

，

就业赶上了

“

包分配

”，

进入

社会又赶上了福利分房

、

全民医保和

国家养老的话

，“

80

后

”

确实是相对不

幸运的一代人

，

他们进入社会刚好赶

上了房改

、

医改

、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

改革等

。

在这些问题上

，“

90

后

”

似乎

更加不幸

，

一毕业就赶上了经济长周

期下滑

，

工作不好找

、

生活物价成本

高

、

房价高不可攀

、

社会保障全得自己

奋斗

。

但同时

，“

90

后

”

是最纯净的

“

独

生子女

”

一代

，

没有经历

“

70-80

后

”

所

经历过的物质匮乏时代和为生计奔波

的辛劳

；

而且

，“

90

后

”

集父母

、

祖父母

四方千宠万爱于一身

，

从来没有操心

过

“

柴米油盐酱醋茶

”。

即便在经济地

位上不一定是

“

富二代

”，

但主张话语

权和注重幸福感

，

让他们在思想观念

上具有极强的

“

富二代

”

痕迹

。

因此

，

在

住房这个问题上

，

他们多数相信

，

自己

一定会拥有属于自己的

“

窝

”。

而且

，

“

根本买不起房

”

的比例比

“

80

后

”

还

要低

、

还要乐观

。

这意味着

，

在我国大城市

，

房子永

远都不是一个单纯

“

遮风避雨

”

的住

所

，

更是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彰显

，

生活

质量和幸福感的标志

。

无论是

“

70

后

”、“

80

后

”，

还是

“

90

后

”，

这一点永

远都不会改变

。

而且

，

在装修花费意愿

的调查上

，“

90

后

”

为装修准备

10

万

元以上的比例为

12.1%

，

而

“

70

后

”、

“

60

后

”，

甚至是

“

50

后

”，

有此打算的

仅占比

8%

上下

。

看来

，

在住房消费上

，“

90

后

”

确

实舍得下血本

，

就像他们

“

先车后房

”

的 比 例 从

2007

年 的

2.5%

增 加 到

2014

年的

12.8%

、

经济和收入下行餐

馆照样火爆一样

。

这一方面体现了

“

90

后

”

天然地认为自己将获得体面

住房

；

另一方面

，

这也体现了新一代

年轻人消费理念告别排浪势

，

彰显个

性化

、

差异化

。

这也是为何各大互联

网公司和龙头开发商

（

如万科

）

纷纷

进军家装市场

。

因此

，

从需求来看

，

中国房地产市

场的增量空间确实还很大

，

开发商也

不用担心需求突然出现

“

断层

”。

只不

过

，

长期浸淫网络

、

彰显个性化的

“

90

后

”

低头族们

，

他们的购房需求需要去

揣测

。

在辞别马佳佳后

，

万科迅速与

BAT

合作

，

想必知道马佳佳的观点不

靠谱

，

但通过

BAT

搞清楚

“

90

后

”

们在

想什么

，

这很重要

。

（

作者系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

研究员

）

刘表的衰败与公司的长治久安

徐叔衡

大凡做老板的

，

总希望自己创办

的公司兴旺发达

，

长盛不衰

。

遗憾的

是

，

总有那么一些公司

，

其兴也勃焉

，

其亡也忽焉

。

在这里

，

研究一下刘表衰

败的教训

，

或许会有些启示

。

荆州刺史刘表

，

乃汉室宗亲

，

幼好

结纳

，

与名士七人为伍

，

时号

“

江夏八

俊

”。

坐镇九郡

，

兵强粮足

，

礼贤下士

，

士归之如水之投东

。

乱世之中

，

能把荆

州建成一方

“

乐园

”，

的确难能可贵

，

刘

表是一个好官

。

但是

，

好景不长

，

就在

他过世不久

，

他的那位蔡夫人和荆州

新主

、

他的小儿子刘琮

，

就把荆州拱手

送给了曹操

。

不过这位蔡夫人和刘琮

也没多活几天

，

在他们赴任青州途中

，

被曹操派人追杀

。

刘表创下的基业就

此烟消云散

。

要有发展战略

，

有进取精神

，

不可

安于现状

，

因循守旧

。

在群雄并起

，

诸

侯兼并年月

，

刘表没有自己的战略构

想

，

战略取向和战略安排

。

当曹操统兵

北征时

，

刘备劝他

：“

今曹操悉兵北征

，

许昌空虚

，

若以荆襄之众

，

乘间袭之

，

大事可就也

。”

刘表回答

：“

吾坐据九郡

足矣

，

岂可别图

？ ”

把刘备的建议顶了

回去

。

认清形势

，

抓住主要矛盾

，

确定战

略取向

，

是保证境内安定的前提

，

但刘

表分不清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

，

主要危

险和次要危险

，

主要用兵方向和次要用

兵方向

。

刘备平息张武

、

陈孙谋反

、

平复

江夏诸县后

，

刘表设宴庆功时说

，“

吾弟

如此雄才

，

荆州有倚赖也

。

但忧南越不

时来寇

，

张鲁

、

孙权皆足为虑

。 ”

全然没

有想到

，

最足为虑的人是曹操

。

会用人

，

看准了的人才就要委以

重任

，

放心使用

，

不可犹豫不决

，

疑虑

重重

。

他器重的两个人

，

一个是蔡瑁

，

是其后妻之兄

，

伙同蔡夫人一起算计

他

，

另一个是蒯越

，

是

“

降曹派

”，

与他

也不是一条心

。

本来

，

刘备投奔他以

后

，

是一个可以放手大用的雄才大略

之人

，

还有诸葛亮辅佐

，

但刘表只是相

待甚厚而已

，

没有委以重任

。

他的后妻

一进谗言

，

就心生疑虑

，

把刘备发配到

新野去了

。

刘表与刘备就自己的接班

人问题

、

曹操对英雄评判的议论

，

被蔡

夫人窃听到

，

便嘀嘀咕咕

，

要刘表除掉

刘备

，“

表不答

，

但摇头而已

。 ”

这种暧

昧态度

，

助长了蔡夫人的嚣张

。

在新野

驻屯

，

刘备一直没得到发挥作用驰骋

疆场的舞台

，

反而遭到蔡夫人和蔡瑁

两次暗算

，

差点成为刀下之鬼

。

大局为重

，

制度为本

，

不可陷于儿

女私情

。

管企业

，

理事情

，

要有章法

，

要

保持制度的严肃性

，

不搞法外开恩

。

但

刘表却陷于儿女私情

，

使制度形同虚

设

。

蔡瑁与程普交战大败

，

被孙坚杀得

尸横遍野

，

仓皇逃入襄阳

。

蒯良言瑁不

听良策

，

以致大败

，

按军法当斩

。 “

刘表

以新娶其妹

，

不肯加刑

。 ”

严肃的军法制

度

，

就这样被刘表轻轻的一抹

，

变成了

一纸空文

。

蔡瑁设计除备

，

伪造刘备反

诗

，

刘表发现其中有诈

，

不作深究

。

当收

到刘备书札

，

得知蔡瑁设谋相害

，

备赖

跃马檀溪得脱时

，

本来

“

命推出斩之

。 ”

此时

，

蔡夫人出场哭求免死

，

刘表也仅

仅是

“

怒犹未息

”，

孙乾插了一句话

，“

表

乃责而释之

”，

一点处罚都没有

。

在攸关长远发展大计的接班人问

题上

，

一定要慎重

、

果断

，

万不可犹豫

不决

，

朝秦暮楚

。

在这方面

，

刘表犯了

大错

。

刘表已到垂暮之年

，

来日无多

，

但在立长还是立幼问题上一直拿不定

主意

。

他征求刘备意见

，

刘备明确地表

示了态度

。

但此时

，

刘表已经做不了

主

，

选拔接班人的问题

，

被蔡氏家族牢

牢掌控

，

由不得他了

。

不久

，

其长子刘

琦被蔡夫人逼走

。

刘表病重

，

曾派人请

玄德来托孤

，

商议写遗嘱

，

令玄德辅佐

刘琦为荆州之主

，

却被蔡夫人派人把

住两门

，

不让刘琦进来探视父亲

。

刘表

死后

，

又假写遗嘱

，

在蔡氏宗族的策划

下

，

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被推到了

荆州之主的宝座上

。

“

眼中形势胸中策

，

缓步徐行静不

哗

。 ”

公司老板在日常生产经营和企业

建设中

，

立足企业

，

关注市场

，

把握大

势

，

确定战略

；

建立制度

，

令行禁止

；

广

聚人才

，

信任放手

；

公道公平

，

不徇私

情

；

接班人选

，

早作安排

，

锻炼才干

，

磨

炼意志

，

历练阅历

，

铸成大器

，

做长寿

公司的愿望就会更近一步

。

�

（

作者系江西证监局前任局长

）

【三国经济】

在接班人问题上，一

定要慎重、果断，万不

可犹豫不决， 朝秦暮

楚。

教皇的“圣水”

木木

虽然

，

早就知道

，

坐镇梵蒂冈的教

皇

，

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之一

，

但直到几天前教皇先生访问了

美利坚合众国

，

这种源于书本的认识

才一下子变得异常鲜活起来

。

让

“

死知识

”

活泼起来

，

还是很需

要一些催化剂的

，

比如

，

教皇一来访

，

美国总统

———

这个世俗世界最有权势

的总统

———

奥巴马

，

就立刻异常隆重

地携上妻女以及副总统还有其他一些

大人物

，

跑到停机坪上去欢迎

。

总统如

此

，

民众当然也格外热情

，

据说费城有

超过

150

万人跑到大街上争睹教宗风

采

（

或者说看热闹

，

大约也没什么不可

以

）。

总之

，

教皇的影响力到底如何了

得

，

由此就可略见一斑了

。

更 让 人 印 象 深 邃 起 来 的

，

是

CNN

的后续报道

，

24

日

，

方济各教皇

破天荒地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后

，

其

用过的那个透明的玻璃水杯

，

连带里

面剩下的水

———

居然还有半杯之多

，

被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

布雷迪

(Bob Brady)

先生偷偷但迅速

地溜上演讲台据为己有了

。

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

，

这位布雷

迪先生随后还在网上分享了一些很珍

贵的照片

：

教皇喝剩下的水

，

不但他自

己小心翼翼地抿了几小口儿

，

而且还

很大方地让妻子以及女助理分享了

些

。

这显然不像是恶搞

，

因为照片中的

几个人

，

个个的表情似乎都庄重得很

。

布先生应该是个有坚定信仰的方正人

士

，

而且还具有不专美的美德

，

他随后

表示

，

还要把剩下的

“

圣水

”

拿回家里

，

惠泽一下孙子们

。

由此可见

，

方济各教皇不但是颇

受贫民欢迎的教宗

，

而且也很得美国

议员的爱戴

，

虽然喝剩下的水被布雷

迪以

“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

拿回家去

“

独乐乐

”

了

，

但在演讲中

，

教皇也是得

到了美国议员们的掌声甚至起立欢呼

致敬的

。

这就不能不让人感慨

。

方济各教皇能够得到贫民信众的

欢迎

，

大约既得益于他亲民的言行

，

又

得益于信众虔诚的信仰

。

而能让美国

议员们起立欢呼致敬

，

也一定有演讲

的魅力

。

不过

，

据美国媒体报道

，

教皇

的演讲稿里

，

似乎也不过是一些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

，

又何至于让见

过大世面的美国议员们如此激动呢

？

思来想去

，

还是弄不太明白

，

最后也只

能归功于宗教信仰的伟力了

。

人类的脚步

，

虽然已经走进了二

十一世纪

，

但宗教意识

、

宗教情结与千

年前的状态相比

，

似乎也没什么大的

改变

。

这么说

，

估计就要有人不同意

了

，

也是

，

毕竟生活在今天的人们

，

生

活的方式

、

生活的内容以及对生活的

感受和理解

，

确实与千年前已大不相

同

，

但细细琢磨

，

生活的本质

，

别说有

天翻地覆的变化了

，

哪怕说有了实质

性的改变似乎也勉强得很

。

如此定性

，

有些人估计想反驳也

很难

，

那位

“

布先生

”

大概就是最好

、

也

最有力的明证了

。

当

NASA

宣布研究

人员在火星表面发现了有液态水活动

的

“

强有力

”

证据的当口

，

居然还有人

把某些大人物喝过的

、

不可避免地混

杂着唾液的剩水

，

宝贝似的奉为

“

圣

水

”，

而此人恰巧还是个

“

为民请命

”

的

代表

，

不是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吗

？

至于贫民信众的爱戴

，

就更让人默

然

。

宗教于人而言

，

说得好听点儿

，

是抚

慰心灵的

“

鸡汤

”，

说得难听点儿

，

就是

一碗麻醉剂

；

对困于现实

、

惑于人生的

人们而言

，

宗教就似乎永远是一个最正

确不二的选择

。

但是

，

要改变贫穷的命

运

，

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年近八十

的老人身上

，

就有点儿不现实

。

不奋斗

，

再多的祈祷显然也无济

于事

；

而一直起早贪黑地拼命干

，

却仍

改变不了似乎早就注定的命运

，

大概

就很有扪心自问一个

“

为什么

”

的必

要

，

而不是钻进

“

心灵的庇护所

”

里瑟

缩着寻求抚慰

。

不自救

，

人神莫能救

之

！

这一点

，

于普天下的贫民而言

，

都

很重要

；

于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宗教而

言

，

倒也相通

。

“

圣水

”

不是万能的

。

不信

？

难道你

没注意吗

？

方济各教皇躬身走出飞机

舱门的时候

，

面对在舷梯下迎接的奥

巴马一家

，

居然也很自然地摘下了头

上的那顶原本

“

只对天主脱下

”

的小圆

帽

。

这点儿小变化

，

或许才真称得上千

年间一个稍有意义的不错开端

。

对此

，

那位布雷迪议员应该会更得意

，

因为

，

奥巴马用过的玻璃水杯

，

他也珍藏了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缘木求鱼】

不自救，人神莫能救

之！

� � � � 在微信的海洋里

采撷最精彩的浪花

从套利型企业家到创新型企业家

张维迎

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

，

公司治理

成为一个热门的词

，

在我们中国也是

耳熟能详

。

政府出台了大量的文件和

政策

，

都在规范公司治理结构

，

特别是

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

但在我看来

，

所

有这些文件也好

，

背后的理论也好

，

都

有问题

。

问题在哪儿呢

？

问题在于它是一

个管理者中心的模型

，

这个模型把公

司治理理解为如何激励和约束经理人

的行为问题

，

也就是怎么让他不偷懒

，

怎么让他不贪污

。

这个问题当然重要

，

但不是最重要的

。

企业家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

。

我

们需要的是一个企业家中心的公司治

理模型

。

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

一

定要使得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掌

控公司

，

并且有积极性去创新

，

去创

造

，

而不是仅仅选一些不会腐败的人

就可以

。

目前公司治理理论存在的缺陷

，

导致了我们把过多的精力

、

法律

、

政策

放在怎么去约束企业家精神

，

使得公

司变得越来越官僚化

，

而不是越来越

充满活力

。

按照现在的公司治理模型

做下去

，

我想

，

未来我们公司的腐败可

能会少一点

，

但同时也意味着公司的

企业家精神会更少

，

这时候不可能有

真正的经济持续发展

。

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

，

靠

的是套利型的企业家

，

他们发现市场

当中有不平衡

，

就将一帮人组织起来

，

低买高卖

，

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

，

个

人赚钱了

，

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

了

，

整个经济也就发展起来了

。

但是套

利的机会越来越小

。

未来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

，

不可

能太高

，

即使要有

5%

的增长

，

我觉得

仍然要靠创新

，

靠创新型企业家

。

创新

型企业家和套利型企业家不一样

。

套

利型企业家从古到今都有

，

在座的很

多都是套利型企业家

，

但创新型企业

家是现代经济才有的

。

为什么

？

因为创

新和套利对制度的敏感程度是很不一

样的

。

套利型企业家在政府最严苛的管

制下也会存在

。

我举一个例子

。

大家可

能听过一首陕北民歌

，

叫

《

赶牲灵

》，

原

作者是张天恩

，

和我是同一个县的

。

赶

牲灵的人

，

也就是传统社会的企业家

，

他们把东西从这儿倒卖到那儿就赚

钱

，

所以是套利型企业家

。

张天恩本人

在

“

文化大革命

”

时投机倒把

，

坐了四

年牢

。

那个时候管得那么严

，

仍然有人

要套利

，

因为有些套利活动可以偷偷

摸摸去做

。

但创新不一样

，

创新需要三年五

年

，

甚至更长时间

，

不可能偷偷摸摸去

干

，

不可能像套利一样

，

今天晚上天黑

了

，

偷偷摸摸买进来

，

明天晚上天黑了

再偷偷卖掉

。

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预

期

，

如果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

如果法治不能由口号变成现实的制

度

，

我不认为中国可以转向一个创新

的国家

。

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了人们

一定的自由

，

唤起了套利性的企业家

。

未来只有进行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改

革

，

我们国家才有可能产生出真正的

创新型企业家

。

如此

，

这个国家才真正

的有希望

。

（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