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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堂江湖】

德国大学，不仅仅在

最新科技前沿有相

对优势，在应用技术

教育上也独树一帜，

值得成为中德合作

的新亮点。

中德合作的前景

沈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从伦敦

返回北京

，

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要开启

她的第八次中国之旅

。

中国和欧洲从

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彼此需要

，

也从来

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相连

。

欧盟和中

国现在彼此是对方的最大贸易伙伴之

一

。

这其中

，

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最重

要伙伴

。

德国占到整个欧盟和中国经

贸往来的三分之一

。

但是

，

对于中德合作的前景

，

舆论

还有不少的疑虑

。

第一：中国经济已经放缓，那么中

德合作的前景是不是堪忧？

第二：德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会

不会养虎成患？

第三：中国积极发展本国产业，未

来会不会 “天朝应有尽有， 无需进

口” ？ 中德合作的新亮点又在哪里？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对德国是重大利好

不必掩饰

，

中国最近的经济增长

率明显下降

。

过去我们常说

“

改革开放

30

年

，

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9.5%

”，

现在

和未来

，

也许再也说不出这样的话了

。

如果能够保持

6%-7%

的年均增长率

再增长

30

年

，

就谢天谢地了

。

那么这

样的中速增长

，

或者说增速放缓

，

是不

是就意味着对中德合作构成负面影响

了呢

？

未必

！

首先

，

中国的增速放缓是一个全

球经济衰退的组成部分

，

这是一个周

期性的短期现象

。

在这个大的经济衰

退潮流中

，

中国的表现相较于别的国

家地区

，

并不算差

。

其次

，

中国的增速放缓是在达到

了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的现象

，

这对德

国这样的合作者相当关键

。

如果你在

中国大中城市的

shopping-mall

里面

逛一逛

，

你就会发现

，

中国消费者对德

国高质量商品的需求是在井喷式增

长

，

而不是在放缓

。

为什么

？

因为只有

到了这样的收入水平

，

才消费得起德

国高质量的商品

。

在

20

年前

，

中国的

增长率是很高

，

1000

美元增加到

1100

美元是

10%

的增长率

，

但是

1100

美元

的收入水平买得起德国的汉斯格雅水

龙头吗

？

坐得起西门子技术的高铁吗

？

到了现在

7000

美元的收入水平

，

即便

才

6%

的增长率

，

增加的

420

美元收入

可能

90%

是对高质量商品的需求

，

而

Made in Germany

在中国老百姓的心

目中就是高质量的代表

。

所以

，

尽管最

近几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在下降

，

但

是中国从德国的进口在增加

，

2014

年

中德双边贸易额突破

1800

亿美元

，

其

中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占到了

1000

亿

美元

，

增长率

11.7%

，

顺差

200

亿美元

。

可以说

，

中国消费转型升级构成

了对德国的第一个重大利好

。

最后

，

中国的制造业经历了

30

年

高速增长之后

，

也需要升级换代

，

这使

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放缓

。

劳动密集型

产业需要升级

，

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

集型企业将会是中国制造业的主流

。

这样的转型已经是中国政府和经济界

的一种共识

。

所以李克强总理再三说

要

“

大众创业

，

万众创新

”。

但是经济转

型自有其规律

，

在某几个行业出现跨

越式的增长和超越是有可能的

，

但是

整体的制造能力想一步登天太难了

。

中国过去

30

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

长

，

也是和亚洲四小龙这些新兴经济

体向中国大陆的产业转移分不开的

。

正是他们把成熟技术转移到了中国大

陆

，

才启动了中国的高速增长

。

现在

，

中国再一次站在产业转型

的门口

，

谁能够在门另一边拉一把中

国呢

？

自然是现在的发达经济体

，

特别

是制造业强国

———

德国

。

德国以制造

业立国

，

有大量的成熟技术

，

但是由于

其高昂的制造成本

，

并没有满足世界

市场的需求

。

这些成熟技术如果和中

国的制造能力相结合

，

就可以激发出

广大的世界市场需求

。

顺便说一句

：

制造业转型除了技

术

，

还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持

。

这恐怕也

是中英双方最近一下子亲热起来的重

要原因吧

。

因此说

，

中国生产转型升级构成

了对德国的第二个重大利好

。

中德合作是双赢

不是零和博弈

有人会问

：

德国对中国的技术转

让

，

会不会养虎成患

？

据说在德国

，

中国高铁常常被拿

出来作为养虎为患论的经典案例

。

因

为现在中国高铁在世界范围高调出

击

，

让一部分德国人非常酸溜溜

：

这不

是我的菜吗

？

怎么被中国人端走了呢

？

要我说

，

恰恰相反

，

这个高铁案例

和以前的大众汽车案例

，

都可以看作

是中德制造业合作的双赢案例

。

为什

么这么讲

？

首先

，

高铁技术已经是一项成熟

的技术

，

高铁在世界发达国家已经商

业运行几十年

，

技术也不是单独掌握

在一家公司手里

。

实际上

，

十年前中

国刚刚提出高铁建设计划时

，

西门子

并没有在第一轮投标就有主动转让

技术的想法

，

结果就被别的公司抢走

了订单

。

这说明

，

即便西门子坚持不

转让其技术

，

中国高铁也不会因此就

建不成了

。

今天的世界高铁市场上

，

西门子也未必就能够战胜中国中车

了

。

所以说

，

这是部分德国人臆想出

来的失落

。

你本来就得不到

，

现在哪

里来的失去呢

？

其实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推理

。

如果中国高铁是在抢本来属于德国的

市场

，

那么应该看一看究竟德国高铁

在中国高铁之前

，

抢占了世界哪一个

国家的市场

？

是印尼

？

泰国

？

还是马来

西亚

？

都没有

。

日本作为另外一个高铁

技术拥有者

，

在中国高铁出击之前

，

也

只有一个海外市场

：

台湾

。

但这是一个

相当失败的案例

。

台湾高铁亏损累累

，

欲罢不能

！

所以

，

与其说是德国转让技术让

中国高铁走向世界

，

还不如说是德国

成熟技术加上了中国的制造能力唤醒

了

（

或者说满足了

）

本来沉睡的市场需

求

。

这不仅是双赢

，

甚至是三赢的结

局

，

因为买到高铁的消费国也是赢家

之一

。

经济学认为市场交易是双赢的

，

但是具体在某一个案例中谁赢多谁赢

少

，

可能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

但是

这不能改变整体的双赢格局

。

国家交

往主要是看整体是否有利

，

然后为具

体的商业合作划定基本的制度框架

，

而具体赚钱多少

，

则是厂商的行为

，

和

政府无关

。

中德合作的新亮点

满足新兴中产阶级需求

最近胡润富豪排行榜发布

，

毫不

令人惊奇地

，

中国富豪数量继续快速

增长

，

远超中国经济增长率

。

更加受人

关注的是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

，

有人认为现阶段中国符合中产阶级标

准的人数已经过亿

。

未来中国经济还

会越来越快地制造中产阶级

，

那么满

足这些新兴中产阶级的需求

，

就是未

来中德合作的新亮点

。

比较可惜的是

，

除了高质量的德

国消费品

，

在满足中国中产阶级的需

求方面

，

德国人做得并不好

。

中产阶级

需要什么

？

这并不是一个十分难以琢

磨的问题

。

因为德国社会本身就是由

中产阶级占主体地位的

。

只要看看德

国中产阶级喜欢什么就可以揣度中国

中产阶级的流行趋势了

。

德国人最喜

欢度假

，

中国现在的旅游尤其是自助

游也方兴未艾

。

全世界都在抢着欢迎

中国游客

，

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总有

这样那样的不和谐

，

远不如德国政府

和中国政府关系好

。

德国是现代大学的创造者

，

德裔

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

，

中国近代思想

家深受德国影响

。

而且现在中国教育

体制落后

，

已经和经济增长不相匹

配

。

所以中国中产阶级不惜代价把孩

子送出国门

，

每年的小留学生递增速

度超过

30%

。

这本来是一个两国间重

要的合作领域

，

但是现在却基本被忽

视了

。

中国中产阶级送孩子出国

，

首选

英美

。

美国英国很多大学里面

，

中国人

人满为患

。

特别在美国

，

有人调侃道

：

一个中国教授

（

早先出国

，

已经变身华

裔美籍教授

）

在给一群中国孩子

（

比如

网上流传的芝加哥大学统计系学生名

单

，

全是中国名字

）

用英语授课

，

结果

美国政府拿走了五万美元一年

。

教育合作

，

不仅仅是一个赚取学

费的短期问题

。

人员交流所带动的文

化交流

，

才是最好的商业合作基础

。

很

难想象

，

一个留学德国回国工作的中

国学生会去买一辆日本车

。

美国人在

中国最大的投资项目是什么

？

清华大

学

！

在克林顿访华时诘问他的中国学

生毕业后去的是美国

，

这样的文化魅

力并不是哪一任美国总统造成的

，

而

是像清华大学这样的教育文化交流项

目长期潜移默化的结果

。

很多人认为

：

德语是一个阻碍中

国学生去德国留学的重要原因

。

我不

否认德语的难学

。

但是除非你认为中

国人最聪明的

10%

也比德国最笨的人

都笨

，

那么语言并不是阻碍交流的重

要原因

。

因为即使最笨的德国人也会

说德语

，

而能够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

占整个学生比例远低于

10%

。

这就好

像是德国的高质量消费品一样

，

高价

格并不能阻碍中国中产阶级对此趋之

若鹜

。

而且去德国留学并不意味着一

定要学德语

，

因为至少在大学里

，

英语

的普及程度远超中国

，

德国教授基本

都可以英语授课

。

现在的问题是

：

中德双方都不太

注重留学生在未来双方经济政治交往

中的重要作用

。

也没有意识到经济技

术的转让合作

，

最合适的担纲者是双

方的留学生们

。

德国双元高等教育体

制保障了德国品质

，

而中国政府现在

也意识到了

：

想要技术升级

，

首先需要

升级技术工人

，

需要升级人力资本

。

德

国大学

，

不仅仅在最新科技前沿有相

对优势

，

在应用技术教育上也独树一

帜

，

值得成为中德合作的新亮点

。

另外

，

德国人非常讲究环保

，

中国

政府最近刚刚提出

“

健康中国

”

的计

划

，

来满足中国中产阶级对于健康产

品的需求

，

包括环保医疗等等

。

这些方

面还有很多

，

都给中德合作提供了广

泛的机会

，

值得双方重视

。

（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

变现

木木

北京有一档广播脱口秀节目

，

主

持人经常在节目里显摆自己的

“

粉丝

”

特别多

。

前一阵

，

主持人在节目里连续

好几天号召车险快到期的

“

粉丝

”，

赶

紧在月底前投奔人保

“

麾下

”，

别在那

个

“

什么安

”、“

什么洋

”

里舍不得走

。

据

说

，

凡是响应号召的

“

粉丝

”，

都能得到

主持人赠送的一个

“

大礼包

”。

嘿嘿

！

挺有意思的吧

。

这应该算得

上一次标准的

“

变现

”

寻求之旅了

。

一档广播节目

，

当然是听众越多

越好

，

其实不惟做广播

，

干其他的什么

事儿也往往是这个道理

；

关注的人越

多

，

起码说明主持人会说

、

或说得有水

平

。

这要搁过去

，

主持人荣誉加身就是

水到渠成的事儿

，

但似乎也就到此为

止了

，

因为在过去的思维定式里

，

荣誉

是无价的

，

把无价的东西都给了你

，

你

还能惦记什么呢

？

不过

，

现在恐怕没人

会如此幼稚了

。

这也好理解

，

正如过去在天桥撂

场子说相声的艺人

，

好不容易拢到一

堆人

，

正憋足了劲儿准备平地抠饼的

时候

，

却突然跑来俩

“

城管

”，

不由分说

把你拉到庙里去供上

，

虽然供桌上点

心水果看起来不少

，

但正襟危坐

、

仪相

森然着

，

也不好意思吃啊

！

还外带烟熏

火燎的

，

心里得多憋屈

。

所以怎么说现在是好时候呢

！“

粉

丝

”

千千万万地没头儿苍蝇似的聚拢

过来

，

人堆儿围得密不透风了

，

那就是

到了变现的时候了

。

不平地抠出这张

饼来

，

费劲巴拉地站在那里又说又逗

，

而且一整就是好几年

，

又所为何来呢

？

所以说

，

这个脱口秀主持人的做法也

真是可以理解

。

这年头

，

正确的思维套路是

，“

粉

丝

”

多

，

不稀奇

，

关键要带来价值

———

当然是给自己

。

顺着这个路数暗自揣

度一下

，

要说

“

粉丝

”

多

，

估计谁都多不

过马化腾

，

光

“

微信

”

的用户据说就有

好几亿

，

不过

，

这大约也是最让马化腾

挠头的事情

，

如何把这几亿

“

粉丝

”

的

价值挖掘出来

，

可能还真是个挑战

。

这

位主持人高声吆喝着替人保

“

卖保

险

”，

大约也是想挑战一下吧

，

看自己

千千万万的

“

粉丝

”

们到底价值几何

。

其实

，

想检验这些

“

粉丝

”

价值的

，

又何止这个主持人呢

？

不过

，“

粉丝心

，

海底针

”，

这是让一切想快速变现的商

人们无比锥心的残酷现实

。 “

粉丝

”

们

其实都精得很

，

也是

，

总被人训练来训

练去

，

即使智商原本不怎么高

，

也免不

了要渐渐变得聪明起来

。

既然你挖空

心思

、

变着法儿地想赚快钱

，

以期尽早

实现财务自由

、

人生自由

，

当然就得允

许

“

粉丝

”

们耍耍小聪明

。

据说

，

那个突然间就莫名其妙火

起来的到家洗车服务提供商

，

已经不

提供这项服务了

；

这大约就是

“

粉丝

”

们的小聪明作用的结果

。

最近这段时

间

，

资本江湖上着实热闹

，

类似的事儿

不少

，

尤其轰轰烈烈的合并事件更抓

人眼球

；

虽然合并时的说辞依旧华丽

，

但背后的心酸

，

只要不是太笨的

，

都能

感觉到

。

看来

，

钱真的烧不下去了

，

硬

烧

，

没准儿就永远等不到将来变现的

那一天

。

一开始就惦记着挣快钱的商人

，

其所言所为时的样子

，

多多少少会让

人不喜欢

；

有了这样的氛围

，

想变现的

时候

，

往往就免不了尴尬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缘木求鱼】

一开始就惦记着挣快

钱的商人， 其所言所

为时的样子， 多多少

少会让人不喜欢。

李渔反盗版，反出一个百年老店

王国华

李渔的

《

闲情偶寄

》

是我国一部最

早的系统的戏曲论著

。

但在他生活的

那个时代

，

这部作品影响并不大

，

而他

写的

《

肉蒲团

》

因为是一本曾被数次封

禁的

“

淫邪之作

”，

反倒引起巨大反响

。

像历史上的所有禁书一样

，

严厉的封

禁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和逆反心理

，

偏要找来读读

。

明朝于

1644

年灭亡

。

其时李渔三

十三岁

，

他前半生属于明朝

，

后半生属

于清朝

。

一般情况下

，

一个新朝代建

立

，

首先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否定前

朝

，

因此常大兴文字狱

。

清朝前期留下

过许多著名的文字狱案例

。

这种情况

下

，

知识分子们写什么都容易犯忌

，

只

能写写风花雪月

。

当局以色厉内荏的

封禁来规范风月文化

，

其实内心里巴

不得知识分子们都来搞这些对自己没

有威胁的东西

。

可以说

，

李渔致力于通

俗小说和戏剧

，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原

因

，

更有历史大背景的原因

。

在杭州生活期间

，

李渔成了炙手

可热的畅销书作家

。

明朝末年

，

印刷业

发达

，

很多书商靠翻刻各种典籍大发

其财

。

李渔这样可以写当代人

、

当代事

的作家

，

自然更受欢迎

。

生活在末世的

人们

，

喜欢读消愁解闷的书

，

以此获得

心理安抚

。

后人有评价说李渔的小说

里歌颂了男女青年自由恋爱

，

谴责父

母之命

、

媒妁之言

，

批判假道学为主

题

，

具有一定反封建的进步意义

，

其实

哪里有那么多意义

？

都是后人给他扣

的大帽子而已

。

即使书中有微言大义

，

也是偶然

，

更多的则是迎合读者趣味

。

但李渔并没因此获得多少利益

。

他的作品一问世

，

马上就有几十家甚

至上百家盗印

。

那时候盗印没什么技

术含量

，

买一本新书

，

自己找几个刻书

匠在家里刻印

，

然后销往市场

，

当然也

不用付给李渔稿费

。

他的作品只要在

杭州市场上出现

，

苏州

、

南京等地的书

商很快就能翻印出来

。

据说

，

在缺少交

通工具的清朝初年

，

数日之内

，

三千里

外的地方都能见到李渔的新作

，

可以

想见传播之快

。

那时候没有版权局

，

没

人帮李渔维权

，

眼看着自己的文字替

别人换来大把银子

，

李渔好不撮火

。

他

四处奔走

，

查找源头

，

与人打官司

，

甚

至通过关系到苏松道台孙丕承那里告

状

，

终于成功查处了一起严重盗版事

件

———

他的书还没正式出版

，

盗版书

却已经上市了

。

更有甚者

，

书商找来几个无名作

者的书稿

，

直接署上

“

湖上笠翁

”

的名

字就摆上书摊

。

后人好歹还搞一块遮

羞布

，

用全庸

、

金庸著

、

古尤

、

吉龙来冒

充金庸和古龙

，

当时的人不管那一套

，

反正你可以叫

“

湖上笠翁

”

他也可以叫

“

湖上笠翁

”，

李渔只能干吃哑巴亏

。

为打击盗版

，

李渔全家搬到盗印

最猖獗的南京

，

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自

己的书屋

，

名为

“

芥子园

”，

取

“

芥子虽

小

，

能纳须弥

”

之意

。

他的全部作品都

在自己的书铺印刻

，

算是垄断了市场

。

同时

，

他改造印刷技术

，

注重装帧设

计

，

除印自己的作品

，

还重新审定编辑

了很多名著

，

如

《

三国志演义

》、《

水浒

全传

》、《

西游记

》、《

金瓶梅

》

等

。

在与伪

书

、

劣书的竞争中终于脱颖而出

，

形成

了良币驱逐劣币的态势

。

后来

“

芥子

园

”

书铺屡经转手

，

但李渔奠定的良好

传统一直保持

，

使芥子园成为清朝出

版业的著名品牌

，

沿袭二百多年

，

当下

的很多图书收藏者还都以收藏到芥子

园印行的图书为荣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这也算李渔为

中国出版业做出的贡献吧

。

(

作者系深圳作家

)

� � �【经济钩沉】

为打击盗版， 李渔全

家搬到盗印最猖獗的

南京， 在那里建立了

一个自己的书屋，名

为“芥子园” 。

编者按：

2015年 10 月 29 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即将访

华，本报专栏作者、德国

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接

受德国之声的电话采

访， 就中德合作的三个

问题发表了个人看法。

现将专访内容整理刊

发，供读者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