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法不武】

公正审判活动需要

善意而非恶意的舆

论环境，需要建设性

而非破坏性的舆论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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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谭】

“农桑者， 小民所自

劝也， 非待法而驱

也” ，原因何在？ 很简

单， 农民也是自利的

经济人。

为快播案成为法治公开课点赞

刘武俊

2016

年

“

互联网开年第一案

”

的快

播案庭审直播

，

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

焦点

，

引发巨大社会反响

，

网上热评如

潮

，

连续两天庭审

、

直播总时长达到

20

余小时快播

“

涉黄

”

一案

，

直播期间

累计有

100

余万人观看视频

，

最高时

有

4

万人同时在线

。

快播案舆情

、

技术

与司法交织的多元局面

，

庭审控辩双

方表现的社会评价

、

技术中立能否成

为有效抗辩事由

，

以及由本案衍生出

来的诸多问题

，

都引发了强烈的社会

关切

。

笔者认为

，

快播案庭审直播已经

成为一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

，

让无数

网民见证了法庭辩论的魅力和看得见

的程序正义

。

广大网民

、

司法人员都将

从这起案件中获得尊重辩护权利

、

妥

善处理舆论监督与独立审判的关系等

有益的启示

。

快播案式的网上庭审直播应为

“

互联网

+

”

时代司法新常态

。

这次快

播案网上庭审直播

，

还有一个重要的

现实意义

，

就是互联网

+

庭审的技术

让庭审变为法治的课堂

，

让围观的广

大网民成为个案司法公正的见证者

，

让程序正义真正成为看得见的正义

。

看似简单的微博直播

，

却远胜过了无

数次说教式普法教育

。

司法公开是杜

绝暗箱操作的最好手段

，

在

“

互联

网

+

”

时代

，

通过互联网直播庭审过

程

，

可以激发广大网民对司法公开的

参与热情

，

让广大网民真正成为司法

公开的参与者和监督者

，

从而倒逼个

案的司法公正

。

妥善处理独立审判和舆论监督的

关系

。

既防止出现

“

舆论审判

”，

司法理

性被舆论

“

绑架

”，

也要防止法官无视

舆情民意的任性

，

而应及时回应舆论

关切

，

主动向公众释疑解惑

。

庭审网络

直播的基本前提是要确保

“

司法归司

法

”，

法院的独立审判应当不受舆情的

干扰甚至绑架

，

不能出现偏离法治理

念的

“

网络审判

”。

就快播案而言

，

互联

网不是法外之地

，

任何突破法律底线

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

尽管网

络舆论呈现一边倒的倾向

，

超过九成

的网络受访者选择

“

快播无罪

”

选项

，

但司法机关不能迷失在舆情的漩涡

中

，

而应认真甄别和吸取舆论中来自

法律界和网络技术人士合理的观点

，

理性地独立审判

。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闻舆论

监督张扬威力的传媒时代

，

同时也是

一个彰显司法权威的法治时代

。

司法

机关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正在越来越趋

于频繁

。

司法如何直面传媒

，

传媒如何

监督司法

，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问题

。

网络舆论尤其是新闻舆论监督

既要积极地有所作为

，

也要保持理性

的心态和良好的限度感

；

同时

，

司法机

关在主动接受媒体舆论监督的同时

，

也要妥善处理好司法与传媒

、

司法审

判与舆论监督的关系

，

既要保持审判

活动的开放性

，

避免对新闻监督的不

当限制

，

也要防止舆论的不当干预对

独立审判和公正审判的负面影响

。

媒

体的新闻舆论既要发挥满足和保障公

众的司法知情权及表达自由

，

又要发

挥监督

、

督促和支持司法机关公正司

法的建设性作用

，

防止出现所谓舆论

审判

、

恶意炒作等对独立审判和公正

审判的破坏性效应

。

审判活动本质上是一种高度理

性化

、

专业化和程序化的判断推理的

过程

，

要求法官尽可能保持一种不偏

不倚的中立态度

，

要求审判活动尽可

能排除情感因素以及外界非法律因

素的干扰和介入

。

如果舆论过于热衷

炒作

，

甚至俨然搞成

“

舆论审判

”，

就有

可能诱发法官哗众取宠的潜在心理

，

同时也可能给法官造成过大的心理压

力

。

舆论监督要注意防止形成情绪化

的

“

舆论审判

”，

这种局面一旦形成

，

其

后果将可能是非常危险的

。

实践中

，

的

确有个别案件的判决是法院迫于承受

过大的舆论压力而作出的完全迎合舆

论呼声的判决

。

这种判决可以博得一

时的大快人心

，

但其公正性是值得怀

疑的

。

这方面的案例及教训其实并不

罕见

。

公正审判活动需要善意而非恶意

的舆论环境

，

需要建设性而非破坏性

的舆论监督

。

快播案终将尘埃落定

，

而

由此引发的思考仍将继续

。

让我们为

快播案这样一堂精彩的法治公开课点

赞

，

也期望快播案式的庭审直播真正

成为司法新常态

。

（

作者系《中国司法》杂志总编

）

“劝农” 还是“伤农” ？

黄波

翻开

《

汉书

》、《

后汉书

》，

很容易发

现

，

汉朝的皇帝对农业真是太重视了

，

重农的诏令连篇累牍不厌其烦

。

文帝

2

年诏曰

：“

农天下之大本也

，

民所恃

以生也

，

而民或务本而事末

，

故生不

遂

，

朕忧其然

”；

景帝诏曰

：“

雕文刻镂

，

伤农事者也

，

锦绣纂组

，

害女红者也

。

农事伤则饥之本也

，

女红害则饥之原

也

”；

东汉章帝在初登大位的诏书中也

忧心忡忡地表示

，“

比年牛多疾疫

，

垦

田减少

，

谷价颇贵

，

人以流亡

……”

为了表示对农业的重视

，

汉朝还

恢复了一种古制

，

即

“

天子亲耕籍田

”。

春耕前夕

，

皇帝在京城近郊划一块地

，

拿着农具

“

表示

”

一下

，

意味着全国性

的春耕正式开始

。

制度设立之初

，

皇帝

可能还真的下地劳动了

，

但后来渐渐

成为了纯仪式的活动

。

一言以蔽之

，

无

论是从九重深宫中发出的重农的诏

令

，

还是所谓

“

亲耕籍田

”，

主要还是一

种象征的意义

。

于是有后代一些读史者对此不满

了

，

他们批评类似举动只是官样文章

，

无补于农业生产之实际

。

那么在传统

社会

，

最高统治者要表现其对三农的

重视

，

究竟怎样去做才有实际意义呢

？

南北朝时期

，

北魏的皇帝的

“

劝

农

”

活动似乎颇有实际价值

。

北魏的第

三位皇帝拓跋焘是一代雄主

，

也重视

三农

，

他下的一道重农诏书后来得到

了

《

资治通鉴

》

编撰者的称赞

。

与汉朝

皇帝相比

，

拓跋焘不仅表现出了

“

重

农

”

的姿态

，

而且做出了

“

劝农

”

的实质

性动作

：

他在诏书中要求州县的父母

官

“

下基层

”

劝导农民种地

，

并自称这

是在学

“

圣人之道

”。

编撰

《

资治通鉴

》

的司马光等人表

扬拓跋焘

，

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看到

，

从

汉朝开始

，

最高统治者重农的诏书已

经日益成为一纸具文

，

对基层行政并

没有影响

。

现在好不容易等到拓跋焘

有了劝农的具体措施

，

而且还加上了

学圣人之道的名义

，

即使是儒家知识

分子心中的

“

异族

”，

也要豪不吝惜地

给予赞词了

。

然而

，

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看来

，

无论是拓跋焘的

“

劝农

”，

还是司马光

等人对

“

劝农

”

的赞誉

，

都是有害的

。

在

《

读通鉴论

》

第十五卷中

，

针对

“

魏诏守令劝课农事

”，

王夫之有一段

十分透彻的论述

：

“

有不待劝者

，

士之学也

，

农之耕

也

……

士无志于学

，

劝之而不学

，

弗能

为益

，

而犹无伤于士

。

若农

，

则无不志

于得粟者矣

。

其窳者

，

既劝之而固不加

勤

，

而劝之也

，

还以伤农

。

方其恪恪恭

于耕之日

，

士女营营

，

匪朝伊夕

，

从事

于陇首

，

而吏拥车骑喧挥于中野以贰

其心

，

则民伤

，

于是刻核之吏

，

搜剔垦

莱以增益其赋

，

苟求余丁以增益其役

，

而民益伤

。 ”

在王夫之看来

，

世间有两种活动

不需要

“

劝

”，

一是士人求学

，

二是农民

种地

，

因为其中存在明确的利益

。 “

学

而优则仕

”，

士人求学当然不需要他人

的劝勉

，

而哪个农民不希望在田地里

收获更多

，

又何待劝

？

如果居然不懂这个简单的道理

，

硬要出头劝勉

，

后果又会如何

？

劝士人

求学

，

没有效果但也不会有多大坏处

，

但是

“

劝农

”

则不然

。“

方其恪恪恭于耕

之日

……”

这一大段话描绘了这样一

副生动的场景

：

农民在自家地里辛勤

劳作

，

下基层

“

劝农

”

的官吏却车马喧

阗

，

在田头指手划脚

，

这到底是

“

劝农

”

还是

“

扰农

”？

王夫之进一步警告

，“

劝农

”

极有

可能滑向

“

伤农

”，

因为基层官吏为了

向上显示劝农有功

，

难免要

“

饰美增赋

以邀赏

”，

如此

“

天下之病尚何言哉

！ ”

他说元朝的统治者课民种桑也是如

此

，

其强令不宜种桑的土地也要种桑

，

“

桑丝之税加于不宜种桑之土

”。

明朝

也沿袭了此种弊政

，

致使

“

害极于四百

余年而不息

”。

他认为无论是北魏的劝

课农事

，

还是元明两代统治者的课民

种桑

，

都是

“

贼道而害及天下

”

的举措

。

他强调

，“

农桑者

，

小民所自劝也

，

非待

法而驱也

。 ”

“

农桑者

，

小民所自劝也

，

非待法

而驱也

”，

原因何在

？

很简单

，

农民也是

自利的经济人

。

(

作者系湖北杂文家

)

为恶不处 良善不彰

木木

英若诚

，

生长在一个大家庭

，

估计

是因为聪明又伶俐的缘由

，

小时候很

得长辈的喜爱

。

有一次

，

还不太肯定自己被爱得

有多深的小英若诚

，

想检测一下

，

于是

就在饭点儿玩

“

失踪

”———

悄悄躲进了

餐厅的柜子里

。

不过

，

现实总是很残

酷

，

从开饭到餐毕

，

居然没一个人意识

到饭桌上少了人

———

或许是饭菜太

香

，

或许他压根儿就没那么重要

———

反正

，

当小英若诚落寞地从柜子里爬

出来时

，

餐厅里已经空无一人

；

最后

，

他就只能胡乱扒拉两口饭

，

默默离开

。

自此

，

英若诚终于明白了自己的

斤两

；

而一个明白自己斤两儿的人

，

说

话

、

做事

，

大约才靠谱儿

。

从这个角度

看

，

英若诚显然是幸运的

，

一个不疼不

痒的

“

小教训

”，

就把他顺利推上了正

确的人生轨道

，

并使他很早就明白了

人生的真谛

。

而当年推他

“

入轨

”

的长

辈

，

或许真是无心之为

，

也或许就是刻

意为之

；

但无论如何

，

如此的

“

手段

”，

都是只有聪明人才能干得出来的事

。

聪明的家长培养孩子

，

一般都特

别注意从小处着眼

，

有时候

，

小孩子于

不经意间的一言一行

，

甚至一颦一笑

，

也能让其警惕起来

，

并马上采取有针

对性的措施应对

。

如此管束

、

调教出来

的孩子

，

人生之路大约也不会偏到哪

里去

。

要想使一个孩子将来成才

，

或者

哪怕仅仅拥有一个比较正常的人生

，

就需要从小的时候

、

在每一件小事情

上下功夫

，

这大约也是中国的一个老

传统

。

中国有句老话

，

所谓

“

三岁看大

，

七岁看老

”，

就是提醒为人父母者

，

教

育孩子要抓住童年的关键期

。

过去

，

在一些规矩多的人家

，

小孩

子们过得大约都不怎么太舒服

，

不但

“

动辄得咎

”，

而且似乎谁都能唠叨

、

教

训你两句

。

不过

，

这几十年来

，

如此

“

戕

害儿童天性

”

的老旧家庭

，

应该是越来

越少了吧

，

现在都讲究

“

张扬天性

”。

有

了如此的时代主旋律

，

小孩子们当然

就自由自在得多

，

想说什么就说

，

想干

什么就干

，

想要什么就有

；

不过

，

自由

自在到极致

，

往往就免不了要出事

。

前几天

，

媒体报道

，

去年在美国因

琐事绑架

、

侮辱

、

折磨女同学的

3

个中

国留学女学生

，

被美国法院判处了

6

至

13

年不等的刑期

，

而且刑满后将被

驱逐出境

。

这个案件

，

去年在中美两国

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

反响来反响去

，

对

那几个很下得去手的小留学生

，

当时

中国网民的态度居然极为难得地取得

了空前的一致

，

都认为应该严惩

。

现

在

，

美国法院的判决一出

，

中国的网络

上立即叫好声一片

。

显然

，

网民的欢呼

，

既是一种情绪

的宣泄

，

恶行者终于遭到

“

严惩

”，

总是

大快人心

，

同时

，

这欢呼大约也少不了

对国内现实的一种情绪上的反动

———

同类性质的案件

，

在中国

，

往往就是一

阵

“

洒洒水

”

的

“

毛毛雨

”，

甚至许多时

候

，

连

“

毛毛雨

”

都算不上

。

那个不远万

里跑去美国

“

掏钱平事儿

”

的家长

，

大

约真算得上是对中国习惯的一种本能

反应

。

中国的现实是

，“

宽是害

，

严是爱

”

之类的警世恒言多之又多

，

但在实际

操作中能严格执行的

，

却少之又少

。

尤

其现在

，

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大跃进

，

兜

里的钱多了

，

人们的

“

爱心

”

就难免要

泛滥

。

但是

，

这样的

“

爱心

”，

对许许多

多的小孩子而言

，

就真可能不是什么

好兆头

。

如果家长们连生个老二都要

担心碰碎了老大的

“

玻璃心

”，

如此呵

护出来的小苗苗

，

今后的人生路走起

来恐怕就会坎坷多多

。

美国法院的严厉做法

，

中国人倒

真的不妨借鉴一下

：

对几个为恶者的

严厉惩处

，

不但是保护善良者的应有

之义

，

更是对律己不严者的一种警戒

。

虽然对那几个

“

不懂事

”

的小女留学生

而言

，

十多年的刑期看起来很严重

，

但

比起恶行不处之后犯下更严重的罪行

并最终得到更严厉的制裁

，

或许就慈

悲得多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缘木求鱼】

对几个为恶者的严

厉惩处，不但是保护

善良者的应有之义，

更是对律己不严者

的一种警戒。

中国经济主逻辑的边际变化

2015

年发生的边际变化就是汇率

问题

。

人民币出现贬值

，

这个问题非常

重要

。

从

2014

年

6

月份开始

，

中国官

方外汇储备开始降低

，

在此之前是一

直往上走的

。

经济学里重要的原则是

趋势的转折

，

它的意义远大于具体的

数值变化

。

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

，

中国

一直保持这两个大项双顺差大概

30

年时间

。

经常项目中国仍然是顺差

，

但

是资本项目出现极大变化

。

经常项目

2014

年全年中国在货物贸易上顺差

4350

亿美元

，

而

2015

年

3

个季度就

顺差

4157

亿美元

，

主要原因是进口的

跌幅比出口的跌幅更大

。

但是服务贸

易

，

比如美国大片

，

中国一直是逆差

。

2014

年全年中国付了

1510

亿美元

，

2015

年

3

个季度就付了

1609

亿美

元

。

所以目前是两个矛盾的趋势

，

即

商品方面衰退式的顺差扩张

，

服务

贸易则是逆差扩大

。

直接投资

（

FDI

）

是国外对中国

的直接投资减去中国给对外的直接

投资

，

过去

30

年中国的

FDI

一直

是顺差

。

2004

年到

2014

年

，

每季度

有

500

亿美元左右

FDI

净流入中

国

，

2014

年降低到

400

多亿美元

。

2015

年第三季度是

24

亿美元

，

为

公布该数据以来最低点

，

就算是

1990

年代每个季度也是

80

到

90

亿

美元之间

。

FDI

净流入中国

，

代表着

国际生产链条愿意将更多的生产环

节放到中国来生产

，

反映了中国的

竞争优势

。

过去二三十年不断有跨国

企业将它的生产环节搬到中国来

。

现

在

，

大量中国企业将自己的工厂搬离

中国

，

搬到了比如说东南亚国家去

。

从

500

亿美元到

24

亿美元的变化

，

这背

后发生的故事是中国在全球生产链条

里的所占比例出现了逆转

。

另外的指标

，

比如说证券投资

，

我

们之前一直是顺差

，

但是

2015

年三季

度出现越来越大的逆差

。

其他投资

，

2014

年二季度之前一直是顺差

，

2014

年二季度出现逆差

，

目前逆差已经从

700

亿美元左右上升到

2250

亿美元

左右

。

其中的贷款

，

包括国外对中国的

贷款减去中国对国外的贷款

，

以前是

顺差

，

去年出现逆差

。

而且逆差越来越

大

，

已经达到了

2469

亿美元

。

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货币政策或

者说宏观政策就受到约束

，

不能让这

种状况失控

。

中国汇率波动以及资本

流出的状况主要是跟跨境资本流出相

关

，

而不是跟贸易状况相关

。

那么跨境

资本流动背后的决策依据是什么呢

？

对资本而言就是投资回报率

。

风险资

本回报率可以美国上市公司

ROE

代

表

，

它一直非常稳定

，

均值

15%

，

除非

是在经济危机期间最低曾跌到

9%

，

现

在回复到

15%

。

中国股改之后

，

上市公

司的

ROE

大概也是

15%

左右

。

但是

从

2012

年开始

，

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出

现持续稳步的下行

，

现在大 概 是

10.3%

左右

。

中国风险资产回报率比美

国低了

40%

，

这方面的劣势需要用无风

险资本回报率的正利差来弥补

。

在此之

前中美两国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是大概

相等的

，

随着风险投资回报率距离拉

开

，

我们在无风险资产回报率的距离也

开始拉开

，

这就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资

本市场提供了底线

，

也就是你的无风险

国债收益率不能比美国低

，

否则资本肯

定会加速流出

。

我相信中国要的是我们

的跨境资本流出不是不可控的状况

，

所

以中国的国债收益率就会有一个底线

，

不能低于美国

。

中国投资回报率在降

低

，

会也压迫利率下行

。

但是同样利率

下行也有底线

，

即不能低于美国同样的

利率水平

。

（

摘编自“港股那点事” ，作者：刘海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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