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缘木求鱼】

“宝万” 之争一起，

许多万科概念股的股

价应声而涨， 这对广

大的中小股东而言，

是个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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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绪飞】

只有用工匠一样的

古老心态坚守着一

种精神，才能战胜“中

国病” 。

在其位，要谋其政

木木

“

不在其位

，

不谋其政

”，

孔夫子说

的

。

当然

，

此话反着理解也行

，

即

“

在其

位

”，

就要

“

谋其政

”。

在孔夫子那个年代

，

生产力低下

，

人们连吃饱

、

穿暖都不太容易

，

所以不

在其位者

，

大约也没精力

、

没心思

，

琢

磨在位者的事情

（

除非实在逼急了

），

孔夫子再谆谆告诫一下

，

大约也是为

人好

，

省得有一些

“

心怀天下

”

者自寻

烦恼

。

当然

，

这也等于间接告诫那些在

位者要干该干的事儿

。

人们各安其位

，

各谋其政

，

天下就一定太平

。

现在的年代就所不同

，

生产力大

飞跃

，

人们吃好

、

喝好

、

穿好之后

，

富余

的精力还多得很

，

就难免不替别人操

操心

，

就难免不懆懆位外之心

，

否则

，

日子就一定过得很寡淡

。

因此

，

年终岁

尾

，

王石与姚老板的一场

“

恩怨

”，

居然

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波

，

也就不难理解

。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

在闹哄哄的

围观者中

，

有叫好的

，

有拉架的

，

当然

也有出主意的

。

在一片嘈杂之中

，

有两

种声音比较有意思

，

不妨再与

“

围观

者

”

们共享一下

。

一个是

“

歌颂

”

姚老板的

，“

颂词

”

不长

，

全文引述一下

：

他

，

凭一己之力

，

把市值数千亿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

从雪山之巅

、

哈佛书海

、

女星怀抱里

，

拉回了办公室

，

又开始为公司的前途

奔波

。

他

，

凭一己之力

，

让资本市场价

值投资之火重燃

，

让那些不重视自家

公司市值的蓝筹大股东们惴惴不安

。

是的

，

你可以不喜欢他

，

但他就是新时

代最励志的油条哥

！

另一个是给王石出主意的

。

当然

，

给王董事长出主意的不少

，

但绝大部

分主意

，

不是操作难度极大

、

缺乏现实

意义

（

没有大股东及相当比例小股东

的配合

，

几乎就难以实行

），

就是政策

环境不允许

，

一个比较有参考价值的

主意是

，

建议王石及其麾下的管理层

，

通过抛空手中股票的方式

，

达到反击

的目的

，

或完成涅槃

。

这两种声音

，

显然分别代表着两

种情绪

。

毋庸讳言

，

自中国资本市场建立

至今

，

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们几乎一

直是被或有意

、

或无意忽视的对象

；

上

市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的思维定式顽

固得很

：

我说你听

、

我决定你执行就行

了

，

其他的用不着你们操心

，

想操心也

没个好抓手儿

，

又何苦自寻烦恼呢

？

即使王石这次把中小股东的利益

空前地

“

捧

”

了起来

，

但万科此次之所以

能被狙击

，

恰恰说明其对中小股东的利

益没有重视或重视得不够

，

更有点儿可

笑的是

，

这并非万科第一次被狙击

；

另

外

，

虽然万科年年分红

，

但与中国房地

产业二十年来狂飙突进的

“

凶相

”

相比

，

或许那连

“

毛毛雨

”

也算不上

。

而这也正

是

“

内部讲话

”

一出

，

网上立即讥笑满天

的根源所在

；

而一个挟资本搞偷袭的

“

野蛮人

”，

在网络上的形象却颇为正

面

，

大约也从一个侧面证明

，“

天下

”

苦

大股东

、

管理层久矣

！

“

宝万

”

之争一起

，

许多

“

万科概念

股

”

的股价应声而涨

，

这对广大的中小

股东而言

，

当然就是个好现象

，

对中国

资本市场而言

，

也是个好现象

，

对越来

越倚重资本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的中

国经济而言

，

当然也是个好现象

。

就此

而言

，“

最励志的油条哥

”

有资格被中

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史记下重重一笔

。

万科闹到今天的地步

，

其管理层

当然要负主要责任

。

虽然王石暗示了

“

出走

”、“

另起炉灶

”

的

“

绝杀

”

手段

，

有

许多好事者也同情地认为此法可行

、

此法甚好

，

但需要注意的是

，

时间

、

时

代并没有战在王石这边

。

今天的中国

，

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中国

，

今天的王石

，

也不是二十年前的王石

！

二十年的跨

度

，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

是人们心中所

认同的价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是

“

不在其位

”，

却偏偏喜欢

“

谋其政

”

的人多了起来

，

有此变化

，“

在其位

，

不

谋其政

”

者的日子就总难免有点儿不

好过

。

在万科如此

，

出万科也一样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如果林黛玉和薛蟠在一起

宦叶飞

最近看万科和宝能系的新闻

，

一

直在想一个问题

，

两个文化不同的公

司到底要不要融合在一起

？

于是又想

起另外一个故事

。

都说

《

红楼梦

》

里草蛇灰线

，

绵延

千里

，

里面有个很大的灰线

，

被很多人

发现了

。

就是薛蟠第一次看到林黛玉

，

见

于

《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

别人慌张自不

必讲

，

独有薛蟠更比诸人忙到十分

去

：

又恐薛姨妈被人挤倒

，

又恐薛宝钗

被人瞧见

，

又恐香菱被人臊皮

，

知道

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功夫的

，

因此

忙的不堪

，

忽一眼瞥见了林黛玉风流

婉转

，

已酥倒在那里

。 ”

后来薛宝钗也打趣过林黛玉

。

书

中

，

宝钗笑道

：“

我哥哥已经相准了

，

只

等来家才放定

，

也不必提出人来

。

我说

你认不得娘的

，———

细想去

！”

说着

，

便

和他母亲挤眼儿发笑

。

再后来薛蟠凭空娶了个夏金桂

，

这个人物太突兀了

，

说夏金桂是自从

两地生孤木

，

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林

（

与

林黛玉同姓

）。

张爱玲说人生三恨

：

一

恨鲥鱼多刺

，

二恨海棠无香

，

三恨红楼

未完

。

可惜原著看不到了

，

结局无人可

知

，

我总觉得这个林黛玉最后是嫁给

了薛蟠的

。

也许大家还是觉得林黛玉和宝哥

哥更配一些

，

但是我觉得要过日子的

话

，

没准儿薛蟠可能更合适做林黛玉

的老公

。

首先

，

薛盘不是个坏人

，

对薛姨妈

和薛宝钗是非常敬重和爱护的

，

对林

黛玉不敢坏到哪里去

。

这个人就是缺

少管教

，

找一个有文化有脾气嘴厉害

的媳妇

，

对于他还是有好处的

。

第二

，

他们的阶层是一样的

，

都是

贵族

，

也算门当户对

。

电视剧里把薛蟠

丑化了

，

他的形象应该是不错的

。

第三

，

两个人的个性互补

。

小性子

善感的林黛玉

，

遇上傻乎乎没心眼的

薛大傻子

，

没准还会得到后者的包容

。

对于没什么文化心机的薛蟠来说

，

林

黛玉的话肯定也要中听得多

。

但是书里没有这类交代

，

林黛玉

最后病死了

，

原著里林到底怎么样也

是不可知

。

作者是有情怀的人

，

既然嫁

不成宝哥哥

，

那就给她做了一个了结

。

但是书是书

，

现实是现实

。

如果林黛玉有落魄的那天

，

碰巧

遇到薛蟠仗义疏财

，

也不一定会不嫁

。

但是林总归是个文人

，

总是有精神追

求的

，

和薛蟠那样的人相处久了

，

即使

日子不愁

，

没共同语言那也是必然

，

婚

姻也未必长久

，

所以林黛玉的结局也

是不好的

。

书中很多人的故事也许就

是林黛玉的幻化

，

比如秦可卿

，

比如香

菱

，

都是婚姻不好的佐证

。

这是一个愿不愿意妥协的问题

，

心气高的人注定要比别人活得痛苦一

些

。

这也是一个愿不愿意改变的问题

，

精神境界低的人能不能提升自己

。

肯

定不是仅仅一方的问题

，

需要两个人

的磨合

。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不那么完美

。

她不会妥协

，

他也不会提升

，

要不就不

是他们了

，

于是就僵持了

。

林黛玉的判

词是玉带林中挂

，

质本洁来还洁去

，

她

没有嫁

。

她死后贾家也是落了个白茫

茫大地真干净

。

至于真爱的宝哥哥也

是尘世一场空

，

出家去了

，

那个薛蟠

，

也早不知去向了

。

所以理念不同的人即使走到了一

起

，

也未必会过得那么好

。

既然是可预

见的悲剧

，

为何不收手

？

为何还要那么

执着

？

强娶不幸福啊

！

理念不同的公司也是如此吧

，

太

执着真是会两败俱伤

，

都说这是资本

意志

，

真到玉石俱焚那一步也不是资

本的初衷吧

。

（

作者系北京自由撰稿人

）

用差别定价缓解春运火车票购买难

沈凌

目前

，

全世界铁路系统最发达的

在欧洲

，

欧洲铁路最发达的在德国

。

德

国的铁路基本上是深入到了村村落

落

，

成为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

一

。

初到德国

，

购买火车票时一定会被

弄得一头雾水

。

因为它的票价太复杂

了

。

除了一次性车票

（

就像我们中国的

车票

），

还有多次票

，

往返票

，

时间票

（

比如日票

，

周票

，

年票等等

），

还有区

域票

、

团体票

、

家庭票

、

旅游者票

......

不

一而足

。

铁路公司通过复杂的差别定

价

，

吸引不同需求的客户

，

增加客流

。

这个差别定价原则可以借鉴

，

当然不

可以照搬照抄

。

因为我们的中国国情是

：

铁路的客户不是太少

，

而是太多了

，

特别

是在春运期间

。

所以我们运用这个弹性的

差异化定价原则

，

希望它达到的效果不是

吸引更多的人

，

而是分散原来的高度集聚

的需求

。

比如在春运期间

，

买票难也不是

在各个线路各个方向同时成比例地难买

票

。

一般来讲

，

上海到四川的车票难买

，

但

是买四川到上海的车票就相对容易

。

如果

春运是因为大量农民工想回家造成的

，

而

从沿海开到内地的火车必须再开回沿海

的话

，

那么几乎可断定

：

在上海通往四川

贵州的车票

“

一票难求

”

的时候

，

从四川贵

州开往上海的火车是

“

一客难求

”。

这说明

现在的价格没有弹性

，

没有差异化

，

结果

大量的运量没有释放出来

，

很多火车是在

空跑

！

如果能差异化定价

，

在提高由沿海

向内地的车票价格的同时

，

大幅减少由内

地向沿海的车票价格

，

会吸引部分民工不

回家

，

把家里人接出来过年

。

这样一来

，

就

可以部分缓解原来的

“

一票难求

”。

很多人说

，

这是不可能的

，

因为回

老家过年是中国人的传统

。

但传统从

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

。

过去上海人过

年也回家

，

为什么现在很多上海人过

年过到海南

，

甚至去东南亚了呢

？

再

次

，

我们不是不承认这个传统的力量

。

弹性定价

，

恰恰就是尊重了这个回家

过年的传统

，

所以对于牺牲了回家过

年的人

，

我们给予了奖励

：

你可以以很

低的成本到上海北京来看看

。

我们还可以提前一年或者半年售

卖春运车票

，

这有利于大家提前安排

时间

，

也有利于铁路部门根据出售车

票的情况安排运力

。

因为可以提前购

票

，

也加大了黄牛的资金压力和风险

，

不利于黄牛的生存

。

提前购票还可以

使得弹性票价成为可能

。

火车票可以

向飞机票学习

，

在不同时间段给出不

同的折扣

。

比如提前一年或半年购票

的加价

100%

，

然后每个月下降

10

个

百分点

。

这样对价格不太敏感而回家

需求强烈的人可以早一点按照高价购

买到车票

，

而对车票价格敏感的人可

以等待并承担买不到的风险

。

这和目

前廉价航空的越早订票越便宜恰恰相

反

，

但是原则是一样的

，

只是目的不

同

。

廉价航空希望吸引客户

，

而铁路系

统希望减少春运的需求

。

最后

，

不能不面对的是一个补贴

弱者的问题

。

上述经济手段调节需求

的结果

，

简单言之

，

就是把票给了出价

最高的人

。

如果我们一定要在春节这

个特殊时期

，

给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兄

弟回家过年的福利

，

我们就需要给予

他们财政补贴

。

但是

，

这种对待特殊群

体的补贴票

，

我们很显然应该实行实

名制

。

事实上

，

现在给学生的折扣票就

是一个实名制售票

。

那么我们为什么

不能将这个办法推广到外来打工者群

体呢

？

我们可以在售票时

，

要求他们出

示类似学生证的异地临时居住证

，

加

上务工的低收入证明

。

这样一来

，

也鼓

励了外来打工者去登记办理这个暂住

证

，

方便了城市管理外来人员

。

总之

，

火车票难买不能仅仅归咎

于一个供小于求的问题

。

关键是要让

铁路总公司真正成为一个市场化运作

的公司

，

真正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

。

（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

【庙堂江湖】

要让铁路总公司真正

成为一个市场化运作

的公司， 真正发挥市

场的调节作用。

“二孩” 还没准备好，性别就业歧视已来袭

李珊珊

我国的就业性别歧视问题由来已

久

，

企业对女性职工的用人成本一直

有所顾忌

。

女职工一旦怀孕

，

因为产检

假

、

产假

、

哺乳假而耽误的工作无人代

替不说

，

用人单位还要照付工资

。

一直

以来这些

“

负担

”

都是女性的拦路虎

，

让职场女性倍感压力

。

随着我国

“

全面二孩

”

的政策出

台

，

很多人担心

，

这将加剧就业性别歧

视

。

在一胎政策的规定之下

，

企业对女

性员工休产假所带来的损失是可预期

的

，

毕竟绝大多数女性一生只休一次

产假

，

休完了就可以安心工作

。

但二胎

政策放开之后

，

企业面临着女性员工

第二次休产假的

“

风险

”，

企业可以承

受女性员工休一次产假

，

恐怕很难承

受其休第二次产假

。

对于生育层面的就业歧视主要表

现在两方面

，

一是在初入职场

，

二是在

职位晋升

。

就像笔者在文章开头所述

一样

，

超过一定年龄的未育女青年

，

或

明或暗地都曾因生育压力而被企业拒

之门外过

。

笔者身边的很多女性都采

取先生完孩子

，

再进入职场

，

这种

“

曲

线救国

”

的方式来选择一个合适的单

位

。

这样的女性既有工作经验

，

又可以

规避生育成本

，

非常受企业欢迎

，

但现

在看来

，

她们可能又要面临

“

什么时候

要二孩

”

这个新问题了

。

生育压力对于女性在职位晋升上

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 “

回避

”

是职场

女性在面对怀孕时不得已做出的选

择

，

不到万不得已

，

绝对不会公诸于

众

。

因为怀孕而上领导

“

黑名单

”

的故

事不在少数

，

有些人即将面临高升

，

却

因为怀孕而被一拖再拖

，

更有甚者被

调离岗位或者被变相辞退

。

到底是

“

生

”

还是

“

升

”，

是照顾家庭还是在职

场打拼

，

社会正在出一道矛盾的难题

，

给承担繁衍重任的女性

。

除此之外

，

随着婚育政策风向的

转变

，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

婚育年龄会

被逐年提前

，

这也会影响企业的用工

判断

，

一些单位很可能会将女性员工

的比例压缩至最小

，

女性很可能面临

毕业即失业这种大概率事件

。

但如果社会一味地批评用人单位

缺乏责任感

，

让其独自承受生育成本

，

也是极大的不公平

，

毕竟追求利润才

是企业的立身之本

。

随着我国老龄化

加剧

，

未来国家可能开放生育

，

企业绝

不会容忍女员工频繁地休产假

，

如果

没有保障政策出台

，

女性的就业歧视

只会更加严峻

。

据笔者所知

，

国外大部分促进产

后女性就业的政策

，

主要是从就业指

导

，

加强女职工技术学习上入手

，

这对

于像中国这样的劳动力输出大国来

说

，

不能起到根本作用

。

即使是对生育

层面进行反就业歧视立法

，

也存在执

行上的差异

，

单一地依靠法律

，

无法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

。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

要求其不考

虑用工成本是不可能的

，

只有国家主

动承担这一部分生育损失

，

才能从根

本上缓解企业压力

，

从而减轻育龄女

性就业负担

。

人口是社会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

关键因素

，

国家唯有健全法规

，

并切实

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

才能真正地放

开二胎

，

在调整人口结构的最佳窗口

期

，

完成历史重任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珊言两语】

如果社会一味地批评

用人单位缺乏责任

感， 让其独自承受生

育成本， 也是极大的

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