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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达人用技术创业新媒体时代

证券时报记者 陈楚

家住深圳南山区的老陈今年刚

刚

42

岁， 目前为创业的事情忙得不

亦乐乎，这位在大型央企和名企技术

部门担任重要职位的技术达人，如今

把创业的方向，定位在为新媒体的创

业者提供技术支持，同时要求能否入

股，也就是采取技术入股的方式。 老

陈说，新媒体创业者大多是不懂技术

的，而新媒体的创业对技术要求相当

高， 自己给这些创业者提供技术支

持，相当于给这些创业者解决了一个

大难题，而老陈的公司也可以通过技

术入股的方式获得回报。

老陈此前的职业生涯，主要在一

家大型央企和民企，这两家企业都是

同属一个行业，只不过大型央企是上

市公司， 民营企业其实效益更好，没

有上市公司而已， 但体制要活得多。

老陈先后在这两家企业干了十多年

的技术岗位的工作，从一名普通的技

术工作人员干起，最后到部门的技术

副总监。 以收入来说，老陈在深圳可

以悠然地过起中产阶层的日子，虽

然发不了大财， 但也不缺吃少喝，

一家老小也没多大压力。

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

的到来，激起了神州大地的创业潮，

眼瞅着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地创业，

老陈虽然不是赶时髦的人， 但确实

引起了他对自我的反思：到了

40

多

岁的年龄，如果再不努力一把，这辈

子可能失去创业的机会了。 此时不

搏，更待何时？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来临， 又给创业提供了空前的条件

和土壤， 老陈记得一位新媒体的大

佬说过， 未来一切行业都是媒体行

业。按照老陈的理解，这位大佬显然

不是指传统媒体，而是新媒体。既然

新媒体是未来的方向， 创业朝着这

个趋势去走，就有希望。

今年

3

月份，老陈和一位新媒

体的创业者聊天时，这位创业者直

叹息： 以前对技术一点都不懂，创

业型团队搭建技术队伍成本太高，

一两个技术人员又不济事，技术已

经成为创业型团队的一大软肋！这

位创业者的忧虑， 给我老陈一个启

发，自己在技术岗位积累多年，如果

将自己的技术优势发挥出来，专做新

媒体创业团队的技术支持，那岂不是

两全其美的事情？但如果仅仅是做创

业型团队的技术外包服务商，收取一

点费用，一方面技术团队不会特别用

心， 很难取得创业型团队的认同，毕

竟只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

卖； 另一方面 创业型团队日后成长

壮大，技术支持团队也无法做到和创

业型团队一起成长壮大。只有当两者

的利益绑定在一块时，双方才会尽全

力去做好各自的事情。

最终，老陈想了一个主意：就是以

技术入股的方式和新媒体创业型团队

合作，不收任何现金费用，只要求对方

给予一定的股份，他日创业成功，老陈

的收益就不会是一点现金收费那么一

点了。 与此同时，因为技术入股，老陈

的团队会竭尽全力做好新媒体创业型

团队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工作， 两个创

业型团队的利益彻底绑在了一起。

定下了创业思路后，就是找合伙

人，找投资方，老陈拉上了自己的两

个以前的老同事， 招了

5

个小伙伴，

也引入了

500

万的天使投资，在南山

区科技园租了办公室。老陈的第一个

合作伙伴，是和一家报社合作，这家

报社利用自身的区域影响力，做了一

家农资电商的互联网项目，老陈负责

全部的技术支持，占这家农资电商类

公司

10%

的股份，这种技术支持要贯

穿到企业的自始至终。这就相当于把

两个创业型的团队牢牢绑在了一块。

第二个合作伙伴是老陈的一位

校友，这位校友创办了一个具有社交

性质的

90

后交友项目， 主要是创业

方面的交流和互利合作，老陈的团队

提供全部技术支持，占有

8%

的股份。

老陈说，创业型公司的技术支持

主要在前期初创阶段，这个时候需要

老陈团队的大部分人员去开发系统，

一旦公司初步进入运营阶段，一般就

只需要技术维护团队，除非产品有大

的迭代， 这样老陈的团队就 可以转

身开发下一个创业项目的技术系统

支撑。 如此运作，就可以把团队每个

小伙伴的都有足够多的事情可以做，

同时， 小伙伴们只要是骨干员工，都

可以获得股权激励，最终形成两个创

业型公司之间、自家公司和员工之间

的利益都完全绑定在一块，这样就比

较容易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让创业型

公司少走弯路。

如今，老陈已经给

8

个创业型团

队提供了技术支持，有

3

个创业型团

队开始有了盈利，老陈也在和几家

PE

机构商谈

A

轮融资的事情， 好几家

PE

机构都表示出了极大兴趣。 老陈

说，实际上他也相当于是一家股权投

资机构， 只不过不是用资金来投资，

而是用技术。 哪些项目有前途、哪些

项目应该坚决回避，老陈除了看商业

模式以外，主要还在于看创始人。 老

陈这种以技术入股的模式，实际上也

开拓了股权投资的一种新形式。 在老

陈看来， 新媒体时代的创业团队，技

术支撑是必备项目，未来的确实会越

来越外包化，这其中就隐藏着巨大的

机会，技术入股将被越来越多的创业

型团队所接受。

河滩边的“桂花玉”

孔伟

前不久，一位在四川合江县工作

的朋友大勇发来几张图片，让我帮他

看看所拍摄的几块鹅卵石究竟是不

是玉，如果确能跟玉搭上关系，价值

究竟几何。“说是这种玉石很值钱，这

边的人都疯了，挖玉的把河滩搞得乱

七八糟，石头的价格也从最初的

100

元一斤涨到

500

元一斤，‘极品’更是

以块论价。 ”大勇比较郁闷，因为他也

去河里淘了好一阵，但好不容易挖出

来的几块石头经河边的“专家”鉴定

并不值钱。

图片上是几块或黄或白的卵石

状的石块， 个别的上面还有点纹路，

看上去像被指甲掐过一般。从同时发

过来的打光图看， 透光度还算不错。

但无论如何也难以看出明显的玉的

质感，我的答复是：这几块基本上是

河滩上随处可见的鹅卵石，只有极个

别的可能达到玉髓级，也就是人们常

说的玛瑙。

我有些纳闷： 就这些鹅卵石，值

得这么多人“为伊疯狂”？

实际上，合江县南滩镇“产玉”早已

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2008

年前后，这里

就炒过一波这种石头，有人还从“二道贩

子”手中买过一些，后来“神秘买家”消失

得无影无踪，接手的人才发现上当。

而这一次， 更多的人参与了进

来， 一时间挖玉卖玉、 淘玉买玉的

“淘宝大军”达到千人级别，不仅吸

引了更多人跟风， 也引起了政府部

门的重视。 南滩镇政府不仅对河中

挖玉事件密切关注， 在做好安全防

范的同时， 迅速找有关专家对 “玉

石”进行了鉴定。鉴定报告很快出来

了：并不是人们期待中的所谓“桂花

玉”，就是普通的石英石。 四川省

煤田地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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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地勘院院长、

地矿工程师王祖荣的说法更为直

接：这一区域地壳稳定，历史上没

有发现过岩浆活动， 基本没有形

成珍贵矿物宝石的地质条件。 至

于比较透光，这太好理解不过了：

用强光电筒照自己的双手试试，

不也一样透光？ 难道我们的手也

是玉石、宝石？

不过，也有不少人对这一结论

并不买账。 稍懂一点的人认为，不

是也有石英岩玉一说吗？ 玛瑙、黄

龙玉、晶白玉都是石英岩，咱这里

的石英岩咋就不是玉了？甚至有人

觉得，鉴定报告是欲盖弥彰，正是

因为石头好，政府才不让挖了。

桂花玉，这是当地炒玉人给这

种石头起的一个好听的名字。但懂

玉的人一听就会发笑：啥玉都听说

过，就没听说过什么“桂花玉”，难

不成是月宫里吴刚玩剩下的？虽说

“名不正言不顺”，但不少当地人仍

然认为这只是个假以时日打开知

名度的问题： 黄龙玉没成名之前，

不也几十块钱一车随便装？南红没

被行家发现之前，谁会要那些锄地

老碰坏锄头的石头蛋蛋？现在怎么

样， 不都成了大家争抢的香饽饽，

国内著名的玉石品种。等大家都知

道桂花玉值钱以后，还能便宜收到

吗？ 什么是机会？ 新东西刚出来的

时候跟进， 很可能就是新的机会。

不是已经有人赚钱了嘛！

这话听起来有些道理，也确实

在黄龙玉、南红以及更早一些的巴

林石身上得到了验证，但至少也应

该看一看石头究竟是什么材质，有

没有真正的价值不是？

石英，也就是二氧化硅，约占地

壳质量的

12%

，可以说是构成地球有

型成分的“大宗商品”，大多数岩石甚

至沙粒都主要由二氧化硅构成。虽然

其中隐晶质（即矿物晶粒细小，肉眼

甚至放大镜无法分辨）且漂亮的部分

矿石，也就是行内所说的“玉化程度

高”的石头确实可以称为玉，但由于

地球上石英岩分布甚广产量巨大，大

多数石英岩玉价值并不高，比方现在

市面上比较多见的马达加斯加玛瑙，

最初就是作为远洋货轮到岸卸货后

回程的“压仓石”运回来的，现在虽然

也有一些玩家喜欢，但普品也就几元

钱一块，远达不到“桂花玉”几百元一

斤的价格。至于当地人认为是“玉”的

重要依据———透光，这些玛瑙无一例

外全都透光度良好， 与之相反的是，

和田玉中部分黑青玉以及一些黑度

极好的墨玉却透光度极差甚至丝毫

不透光，但这并不影响它们的和田玉

“身份”与价值。

那么， 买石头的都是些什么人

呢？朋友说，大致有这么几种：一是认

为里面可能有玉，尤其部分“桂花玉”

确实达到或接近玛瑙质地，说不定就

是第二个南红玛瑙， 买来投资的；二

是之前卖便宜了，现在去河里挖既费

劲又受控制， 还不如花点钱收些回

来，等着升值赚差价的；三是有人刻

意炒作，即先囤积数量不菲的鹅卵石

之后，借“河里有玉”之名将手里的石

头高价套现，利用人们对玉石并不了

解却渴望一夜暴富的心理大发横财。

渐渐地， 下河挖玉的人明显少了

许多。尤其自从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大

家都知道（虽然心里不一定承认）所谓

“桂花玉” 不过是普通的石英岩之后，

前来收购的人越来越少， 价格越来越

低，成交也越来越淡。 “好在没花什么

本钱，没人要就放着，说不准啥时候又

有人来收了呢！”大多数村民的心态还

是比较平和的，不过，在高峰时追涨买

进去的，恐怕就没那么淡定了。

炒卖石头人的究竟赚没赚到钱？

这恐怕很难说得清。 倒是“疯狂”时期

现场出售“配套设施”的，比方水裤、

铁锹、头灯，甚至卖水、卖吃食的都赚

钱了。 “跟美国淘金热时期一模一样，

挖宝的人赚没赚钱另说，不过‘卖水’

的肯定赚钱了。 ”大勇说。

买房历险记

朱凯

对于房地产领域的定调， 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 房地产去库存的措施之一是要落实户

籍制度改革方案， 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

在就业地落户， 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购房或长期租

房的预期和需求。

业内人士看来，这代表了高层对国内市场房地产

去库存的高度重视。若要从草根的角度对此解读，我认

为城市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需求有望增大，供

需矛盾或逐步缓解，一定时期内的房价上涨仍需控制。

巧合的是， 我本人也被裹挟进了这场买房的洪

流之中。 从今年

9

月至今，折腾了

3

个月，正式买卖

合同终于签好了，房产交易中心的“审税”与“审限

购”已办妥，银行贷款审批材料也已递交上去了……

但说实话，因为自己“太幼稚”，已经无端多付出了数

万元的 “学费” 以及数不清的烦恼和耗费了大量精

力。对于购房者而言，和你打交道的绝不是冷冰冰的

房子，也不是出售房产的房东上家。你最需要认识清

楚的，其实是房产经纪公司的中介人员。

有人安慰说，学费交了，下次注意就是。 但在中

国当前的高房价面前，能够“吸取上次买房经验”的

机会其实并不多。 在上海、北京这样的超一线城市，

动辄数百万元的巨额支出购买一套房产， 再考虑到

各种税费，频繁买卖明显是不现实的。 也就是说，在

购买行为发生之前，做好充足功课非常必要。

首先要注意控制好最上游的资金到位时间。 这

种情况，多发生在置换购房环节。 据不完全统计，至

少在上海地区的二手房交易行为中， 通过卖出一套

再购入一套的所谓置换购买行为，占据到六成以上，

这不包括购置一手房的情况。这表明，最上游的卖出

行为，其对应的买家过户之后，如果银行贷款无法及

时到位，那么将会影响到后面一连串的资金链。你根

本不清楚你的上家的上家，是不是也是在置换买房。

我也深受其害。 购买我房子的下家

A

，今年

11

月初与我一起去交易中心办理过户手续，

11

月

28

日顺利过户，

A

拿到了更改户主姓名后的房产证，我

名下少了一套房产。按照中介人员“打包票”的承诺，

从最初办理过户手续时算起大约

35

天后，我的账户

可以顺利收到其全部银行贷款。根据这一承诺，我与

出售房子给我的上家

B

签订定金合同， 约定在

12

月

15

日支付除定金外的剩余首付款。 很明显，我的

首付款完全依赖于

A

的银行贷款到账。

然而，中介人员有意无意“忽略了”两个基本事

实。第一，

A

的贷款是由

120

万元的夫妻两人公积金

与数十万元商业贷款构成。上海地区规定，上述个人

60

万元（含补充缴纳）公积金额度是今年

4

月

15

日

刚由

40

万元上调而来。 也就是说，

A

夫妻俩选择了

最上限的使用额度。

第二个被中介忽略的事实在于， 预计放款时间

恰好在年末。 据上海公积金中心及相关商业银行贷

款部门人士透露，公积金额度每逢年底都会告罄，今

年由于上调标准，申请满额贷款的购房者暴增，相关

部门或按照 “超过

100

万元的公积金贷款一律延后

发放”原则，优先照顾小额贷款人群。 而如果要银行

垫付相应公积金贷款，又面临利率倒挂的难题，因此

并不现实。 相关人士说，有经验的房屋中介，当碰到

年末到款情况时，应适当延长放款预期

1

个月左右，

以免造成售房者资金链断裂。

上述显而易见的问题， 中介并未向我作特别说

明。 当按照这一盲目乐观预期设定的与

B

交易时间

到来之时，我的账户仍然空无一文。 被逼无奈，我只

得用另一套在住房屋作为抵押， 向民间借贷公司申

请了与

B

约定首付款额度一致的贷款，并支付了实

际高出最高法定利率标准的“高利贷”。

麻烦远未结束。 对于“幼稚”的购房者来说，这一

切都完全无法预料。 值得注意的是，当类似于我这样

的购房客户出现燃眉之急时，中介人员无一例外会伸

出“援手”，比如说此时，他们便向我介绍了

P2P

等第

三方民间借贷公司，也没有作出相关风险提示。 如果

他们之间有利益输送约定，那么最终受害的肯定就是

购房者。而事实证明，民间借贷暗藏的陷阱不胜枚举。

客户既是中介佣金的“金主”，很多时候也可能是“俎

上鱼肉”。 除非购房者本身对行情相当熟悉。

我在进行最后一环的贷款申请时，银行工作人员

口头询问我名下房产情况，我告知了其上述民间借贷

的房屋抵押事实。随后对方宣称只要有任何抵押行为，

正规按揭贷款都将不予发放。这就是说，我已陷入两难

境地。 下家

A

的贷款一日不入账，我的高利贷就无法

还清，抵押就无法撤销，向

B

购房的行为也就无法继

续。这样，即使我支付每日千元（注：已付款项的万分之

五）的延滞违约金，

B

可能也无法应付他对上家

C

的支

付承诺， 并将导致

B

走上与我一样的民间借贷之路，

否则可能造成他上家

D

的资金链断裂……

对于民间借贷公司来说，这正是发财良机。每一

位中介人员手中， 都有若干个这样的资源。 也就是

说，他和他都受益于房地产市场的繁盛兴旺。但这看

起来日益活跃的交易背后，又有多少酸楚和无奈？

客官别急

Easy Investment

千疮百孔的河道和所谓“桂花玉” 孔伟 /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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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资本“虫洞”与“规则迷宫”穿行之旅

陈英

《博弈与平衡———借壳上市监

管制度研究》一书是市场上第一本

介绍中国借壳上市制度的专著。 在

经济新常态下的当今中国，清理僵

尸企业、处置产能过剩问题成为供

给侧改革的焦点和难点。 要打赢这

场战役，兼并重组是其中必不可少

的有力武器。 而借壳上市是兼并重

组交易中最复杂也最富争议的一

类交易。

借壳上市， 既如同 《星际穿

越》 中展示的一个神奇的资本

“虫洞”， 连接着实体产业和资

本市场，同时，借壳上市又交织

着利益诸方的反复博弈， 涉及

大量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

宛如一座“规则迷宫”。 借壳上

市俨然是我国当前资本市场最

为复杂和备受关注的一类交

易。 眼花缭乱的借壳案例，千变

万化的借壳手法， 展现着这一

交易模式的无穷的魅力， 当然

也给资本市场游戏各方带来诸

多疑惑。

真正能够说明白何为借壳上

市的人并不多， 深入思考其制度

缘由、存在问题、改进路径的人就

更为少见。 而《博弈与平衡———借

壳上市监管制度研究》 一书恰如

一艘负载宝藏的宇宙飞船， 带你

进行一场难忘的资本 “虫洞”与

“规则迷宫”穿行之旅；该著作又

如一个浓缩精华要旨的指南针，

指引满怀探索欲的求知者穿过制

度迷沼， 领略借壳上市技巧及规

则的瑰丽风景， 达至对该领域一

览众山小之山巅。

作者从借壳上市的发展现状

及最新趋势出发， 引出对借壳上

市认定标准的讨论， 娓娓道来借

壳上市的监管历史， 境内外认定

标准和监管规则， 以及我国借壳

上市认定标准和监管规则的不完

善之处及其形成原因。 从制度的

不完善之处引出对当前市场各类

纷繁复杂的疑似借壳案例的思

考， 作者将疑似借壳上市案例分

为四类，并分别举例说明，方便读

者一目了然地感受到疑似借壳上

市交易中的博弈及利益失衡，监

管者面临的平衡难题，并延伸出广

阔的思维空间。

总而言之，初品该书，觉得作者

选题精而新， 与资本市场需求无缝

对接；其次，感叹作者对监管精神的

精准把握， 即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始

终处于博弈状态， 监管者在监管和

市场发展之间不断寻找平衡；最后，

不得不赞叹作者的勤奋踏实， 能够

工作学术两不误， 在工作之余勤于

积累，独立思考，这使得本书既贴近

实务，又不流于实操，无论从实务到

理论，均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