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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老人远去的背

影， 陈冬来仿佛看到

了老去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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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有余】

主政者为了增加税收

和就业机会， 土地出

让中纯住宅地块越来

越少， 多以商业用地

为主。

规划错位 写字楼价低于住宅

余胜良

一线城市土地供应稀缺

，

稀缺的土

地中供应住宅的又太少

，

这就造成写字

楼价格低于附近住宅一半的奇观

。

深圳福田区的中心天元写字楼售

价为

7.5

万元

/

平方米左右

，

但

70

年产

权的公寓价格却是

10

万元

/

平方米

。

据

Q

房网上挂出的房源信息

，

江苏大

厦的单价为

3.3

万元

/

平方米

，

而附近

黄埔雅苑的则在

7

万元

/

平方米以上

。

同样的地段

，

深圳住宅的单价往

往比甲级写字楼的高

2

万元以上

。

去

年深圳甲级写字楼售价为

5

万多

，

想

找到

5

万元均价的一手住宅

，

要到关

外去

。

要知道写字楼一般都在深圳的

中心区

，

交通便利

。

去年深圳房价上涨超过

5

成

，

但去

年写字楼价格涨幅仅

1

成多一点

。

随着

供应量增加

，

目前写字楼开始出现空置

率上升和租金下降的现象

。

深圳南山有

不少整层写字楼可供出租

，

有些写字楼

空置率在

30%~50%

。

海岸城的租金由

200

元

/

平方米降至

180

元

/

平方米

~

190

元

/

平方米

，

中铁南方从

210

元

/

平

方米降为

185

元

/

平方米

~190

元

/

平方

米

。

这和住宅市场租金一直上涨形成

鲜明对比

。

北京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

按规律而言

，

商业店面价格最高

，

写字楼次之

，

住宅最低

。

一般来说

，

商

业店面和写字楼成本配置相对偏高

，

地理位置也比较好

。

但现在北京

、

深圳等城市都出现

住宅售价超过写字楼的现象

。

很多二

线城市住宅的售价超过写字楼还会引

起讨论

，

比如有媒体报道去年青岛中

铁诺德广场的均价约为

15000

元

/

平

方米

，

而附近不少高端住宅项目的二

手房价已逼近

2

万元

/

平方米

。

一线城市早就不讨论这个问题

，

虽然当年也重视过

。

比如

2005

年就有

深圳媒体报道

，

当年住宅价格上涨过

快

，

有逼近写字楼之势

，

以此证明写字

楼有投资价值

。

若当年有投资者因此

舍住宅而投资写字楼

，

一定会后悔

。

写字楼价格涨得比住宅少

，

但租

金一直比住宅高

，

比如深圳写字楼的

租金回报率可以达到

5%

，

但住宅租金

回报率不到

2%

，

甚至很多在

1%

左右

。

这是畸形或者不合理的状况吗

？

当然是

，

不过背后的原因也简单

。

多年来

，

主政者为了增加税收和

就业机会

，

疏导中心城区人口

，

土地出

让中纯住宅地块越来越少

，

多以商业

金融用地

、

综合用地为主

。

深圳商业用地需求量很大

，

但供

应充足

。

今年增加的绝对数量依然很

大

，

写字楼总体上保持平衡

，

所以价格

和租金上涨并不算离谱

。

但住宅完全不同

，

住宅供应不足

，

新增住宅位置再偏僻也会找到购买

者

，

现在深圳一房难求

，

很多地方当时

偏僻

，

一段时间后就成了闹区

。

很多人

称深圳房价上涨是金融投机

，

其实最

重要的还是需求长期没有得到满足

。

这并不由房产商决定

，

而是政府

决定

。

房地产商拿到商业用地后

，

也想

建成公寓

，

以低售价揽客

，

但因为没有

学位以及贷款比例受限

，

公寓卖不过

普通住宅

。

对投资者而言

，

抓住稀缺产品而

非供需平衡产品

，

才能赢定未来

。

住宅

虽然涨得高

，

但因供不应求总有购买

者

。

购买写字楼成交起来有困难

，

所以

投资住宅是理性行为

。

如果不增加供给就想要住宅价格

下跌

，

除非是经济出了问题

，

购房者被

月供压垮

。

在此将写字楼和住宅楼做对比

，

并不是说要减少写字楼供应量

，

如果

这样的话写字楼价格也会出现飙升

。

只是以此为参照说明

，

若能保持供需

平衡

，

价格就会更合理

。

住宅出现的问

题

，

长期看只能是供需问题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为什么很多人对股市转暖高冷无感

老莫

智者说

，

人一生只干三件事情

：

自

欺

、

欺人

、

被人欺

。

这一点在股市里尤其明显

。

经常遇到被称为韭菜的新股民

，

因为对市场连常识都不了解

，

一副清

纯任宰的姿势就入市下单

，

基本上就

处在被人欺的阶段

；

有过一些遍体鳞伤的经历之后开

始痛定思痛

，

登山涉水遍访高人

，

励精

图治东山再起

，

这基本上属于自欺阶

段

，

因为很快就可以发现心比天高命

比纸薄

，

一肚子红花总被雨打风吹去

，

市场专治各种不服

；

自此之后

，

如果还保有三寸气在

，

低眉心折

，

不再存暴富之念

，

不再比老

巴老索

，

规规矩矩把平常的技术练到

纯熟

，

把风险管理防到滴水不漏

，

心存

敬畏

，

亦步亦趋

，

临深履薄

，

不论别人

说破天

，

此时谁也骗不了你

，

不论手里

有怎样的好牌

，

也不会孤注一掷骗自

己

。

此时就步入了欺人境界

，

因为你说

出来的话已经没人能信了

，

说假话别

人会当真

，

说真话别人当你吹牛

。

根据自欺

、

欺人的段位不一样

，

这

就导致了市场行情的阶段也不同

，

行

情第一段属于先知先觉欺人者

、

行情

第二段留给后知后觉自欺者

、

行情尾

声抢帽子就归了不知不觉被欺者

。

眼下的大宗商品行情以及创业板

行情就属于先知先觉阶段

。

很多人会对此大有争议

，

这就对

了

，

如果大家众口一辞都看出是行情

，

不知道跑过几座山了

。

那为什么绝大多数人对这样的行

情高冷无感呢

？

跑过几个股票群之后

，

老莫发现

至少有三个原因

。

其一

、

过度关注场外因素

，

忽视对

市场本身的研究

。

从基本分析的层面

来看

，

高度依赖经济数据

，

对场内因素

严重关注不足

。

这可能正是目前学院

派主导投研卖方以及基金管理的直接

后果

，

侧重用大量数据图表模型来做

分析

，

有足够好听的故事来打开市场

。

其二

、

过度依赖右侧信号

，

忽视

左侧信号

。

对于技术分析派来说

，

虽

然一天到晚泡在市场

，

但同样有其致

命局限

。

绝大多数人都是自学成材

，

也就是找些专业书来看

，

自以为可以

打败天下了

。

这里面的问题在哪里

呢

？

主要的技术指标为趋势类

，

基本

都是根据价格编写的

，

比如均线等

，

其次是震荡指标

，

通常又是根据趋势

指标再创造的

，

如果按照流行的图书

去应用这些指标

，

通常都是右侧才有

明确信号

，

比如书中会告诉你金叉做

多

，

死叉做空

，

因属右侧指标

，

其实也

还是慢了半拍

。

其三

、

市场格局改变而参照体系

未变

。

从应用的工具来看

，

目前中国股

市的参照系一直以上证指数为主要标

准

，

约定俗成的习惯

。

据此判断中国股

市地球顶

，

什么婴儿底

，

其实判断对错

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

因为

，

市场资金

早已暗度陈仓

。

很简单

，

您换个角度来想

，

如果过

去几年把创业板

、

中小板

，

甚至把腾

讯

、

阿里

、

百度

、

新浪

、

搜狐

、

网易等都

没在内地上市的网络龙头放进上证指

数指标股中

，

或者

，

像道琼斯指数一

样

，

同时再把长虹等过气标的退出

，

今

天上证指数会是什么样呢

？

所以

，

如果没有注意这一变化

，

没

有走进市场纵深来观察思维

，

只是习

惯看一眼上证指数就轻易下个结论

，

恕我直言

，

您的结论难免偏颇

。

此时您最好能结合创业板指数

，

或者直接看深证新指数

，

必须把创业

板与中小板放到较高权重

，

这时的指

数才更能反映中国当下以及未来经济

趋势以及目前市场行情

。

以上是个人观察到的几个角度

，

仅供参考

，

仁者见仁

，

智者见智

。

希望可以给新手做个参考

，

拓宽

一点思维角度

，

你以为你以为的真的

就是你以为的吗

？

通常不是

！

至少要走过三个阶段

，

大约才能

交易安全

，

第一步是不被专家骗

，

第二

步不被自己骗

，

第三步不被市场骗

。

希望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再被

骗也不骗人更不骗自己

。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小燕子，穿花衣

闫玲月

他慢慢推开母亲的房门

，

一个身

影背对着他

，

熟悉的歌词流淌进耳朵

里

，“

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

燕子说

，

家里

的春天最美丽

”。

陈冬来没想到母亲在

唱

《

小燕子

》，

他走到母亲眼前

，

张开双

手轻轻拥住母亲瘦弱的肩膀

，

笑着纠

正说

，

是

“

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

母亲抬

起头望向他

，

目光不再有以往的亲切

，

完全是陌生和疑惑

。

不对

，

是家里的春天最美丽

！

母

亲突然大声辩白

。

陈冬来愣了一下

，

又

哄着母亲说

，

好

，

那就唱

“

家里的春天

最美丽

”。

对于母亲这样一个老小孩

来说

，

作为儿子的陈冬来反倒成了她

的家长

。

“

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

燕子说

，

家

里的春天最美丽

。”

母亲一遍又一遍唱

着这一句

，

唱着唱着就出现了颤音

，

跑

了调儿

，

混浊的眼睛里蓄满两汪亮闪

闪的液体

，

春蚕吐丝样顺着脸颊蜿蜒

而下

。

这些液体从母亲的脸上渗入陈

冬来的心窝

。

母亲的身体原本也还可以

，

一个

人在老家种种小菜园

，

养几只鸡

，

闲时

和同村的老姐妹聊聊家常

，

谁家红白

喜事忙不过来时帮衬着招呼一下

。

当初买房后将母亲接来

，

母亲露

出孩子般开心的笑容

，

这里摸摸那里

瞧瞧

，

文化不高的母亲不知如何形容

，

就反复说着真好

，

真好啊

。

没住多久

，

孙子出生了

，

母亲原打算回老家的心

思只得放下

，

一心一意伺候儿媳和小

孙子

。

从母亲偶尔的话语中

，

陈冬来能

感觉到母亲放不下老家的房子和菜

园

，

鸡在母亲来之前就卖了

，

可菜园还

在

，

房子还在

。

趁着国庆长假

，

母亲坐

火车回了一趟老家

，

带回满满一筐蔬

菜

，

乐呵呵继续照顾小孙子

。

小孙子会笑了会叫了会走了

，

又

被送进了幼儿园

，

陈冬来想给儿子更

好的启蒙教育

。

母亲白天一个人做饭

一个人吃

，

总算能享享清福了

，

又想回

家了

，

说住在鸽子笼里家家户户防贼

似的

，

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

。

陈冬来

舍不得让母亲回到小村孤独终老

，

就

要母亲安心在城市里住

，

白天可以到

公园逛逛

，

还可以跳跳舞打打太极拳

。

母亲没再坚持回去

，

只是话越发少了

，

谁料想有一天突然在小区里找不到回

家的路了

，

不认得亲孙子了

，

陈冬来这

才发觉母亲得了老年痴呆症

。

当初问了两家老人托管中心

，

陈

冬来的心都要凉了

。

那两家老人日间托管中心

，

每个

月费用三千多元

，

条件设施一般

，

唯一

的好处是离家近

，

早上送去

，

晚上接回

来

，

就像送小孩子去幼儿园一样

，

有人

照料

，

还有两顿饭吃

。

陈冬来将母亲的

情况说给工作人员

，

工作人员听了摇

摇头告诉他

，

日间托管中心人力有限

，

只接收能生活自理行动方便的老人

，

您母亲的情况最好专人护理

，

还是请

个保姆或者去全托中心问问吧

。

按揭买房

，

还有儿子上幼儿园的

费用

，

这两项就已经让陈冬来和老婆

吃不消了

，

再说

，

新闻里又爆出

“

毒保

姆

”

事件

，

给老人下毒致死

，

卷钱走人

。

万万请不得保姆

，

可平时工作又没时

间照顾母亲

，

陈冬来和老婆商量后决

定

，

将母亲送往老人托管中心比较放

心

。

日间托管中心不愿意接收

，

那只有

再去全托中心碰碰运气了

。

全托养老中心环境设施真是不

错

，

很多缺乏自理能力的老人有护工

专门照料

，

食谱搭配也好

，

有双人间和

单人间两种

，

还有会客室

，

方便家人来

探望

。

一问费用

，

每月八千到一万元不

等

。

陈冬来嘴上说考虑一下

，

一颗心扑

通一声掉到了冰窟里

。

无奈中只有舍近求远

，

毕竟外省

小城的养老中心费用低些

，

环境也还

不错

。

陈冬来满心希望母亲能在这里

过得快乐些

，

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

。

陈冬来出来时

，

看到一个工作人

员正在组织老人们唱歌

，

夕阳下

，

白发

与歌声一起随风飘扬

，“

小燕子

，

穿花

衣

，

年年春天来这里

”。

老人们望向天

空

，

似乎在寻找歌声中远去的小燕子

。

陈冬来踩着满地发黄的落叶

，

看

着身旁偶尔经过的老人

。

老人不算健

朗

，

却弓着身子帮孙儿背书包

，

手里还

提着一袋蔬菜

，

对奔跑的孙子大声喊

“

慢点

，

小心车

！ ”

健康是福

，

竟是如此

简单

，

而对于母亲又是如此奢侈

。

陈冬

来的心被一堆落叶填满

，

看不到春天

的希望

。

望着老人远去的背影

，

陈冬来

仿佛看到了老去的自己

。

(作者系深圳作家)

【莫名其妙】

希望这世界上所有的

人都不再被骗也不骗

人更不骗自己。

法律是定盘星

木木

月初发生在广东东莞中堂大桥上

的

“

撞车事件

”，

虽然属于

“

小事故

”，

但

至今网络上仍议论汹汹

。

“

你跟他讲道理

，

他跟你讲法律

；

你跟他讲法律

，

他又跟你谈人情

”。

在

东莞

“

撞车

”

这件事上

，

据最新网络调

查

，

有超过六成的网友支持撞翻变道

车维护路权的举动

，

但反对声也不是

没有

。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不久前就在

节目里发问

，“

符合法理就一定是对的

么

？

又或者这是另外一种更大的恶

？ ”

其实

，

在事件发生之初

，

就有

“

深

圳交警

”

发微博称

，“

从法律上来说

，

变道车辆全责

。

但从道德上讲

，

后车

两次加速

，

不让前车变道并将其撞

翻

，

且车翻后未下车施救属居心不

良

。 ”

不过次日

，

该微博就被删除并致

歉

，

称是在未经审核情况下发表了不

专业的评论云云

。

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酵

，

昨天又有

一位不知仙居何处的

“

一线交警

”“

不

愿具名

”

地表示

，“

如果不是开斗气车

，

这起事故就不会发生

”。

该匿名交警认

为

，

被撞翻的司机虽有违法

，

但令人同

情

，

而后车司机的行为更可恶

。

习惯地铁

、

公交等绿色出行方式

的白岩松

，

叨叨上几句什么

“

大恶

”

也

就罢了

，

总是有交通执法背景的人士

不紧不慢地站出来指责

“

比亚迪

”“

居

心不良

”

或者

“

更可恶

”

什么的

，

估计就

难免会让许多守法人士犯糊涂

。

记得当年考驾照

、

学交规的时候

，

警官可不止强调过三遍

，“

实线是墙

”！

警官的意思当然再明白不过

，

地上的

实线绝不能压

，

压了就违法

。

当然

，

另

外的暗含着的意思就全凭个人悟性

了

，

本人虽然愚钝

，

但也还是颇悟出一

些心得的

，

比如

，

在两侧实线的车道内

行车

，

只重点注意前后即可

，

加不加

速

、

何时加速减速

，

那是我的事儿

，

也

大约用不着担心两边的

“

墙

”

上会突然

钻出一辆车的

。

能悟出如此高妙之心得的

“

聪明

人

”，

在路上开车原本应该

“

easy

”

得

很

，

不过

，

世事维艰

，

开车当然也不能

例外

，

原本不需要耗费太多精力的地

方

，

偏偏逼着你必须时时刻刻提防着

，

在路上开车

，

就真是一件极累人的事

。

这几年

，“

路怒症

”

大爆发

，

总是在开车

的时候莫名其妙地被人

“

插

”，

也是一

个很重要的诱发因素

。

总被他人肆无忌惮地一次次地

“

插

”，

大约没哪个车主会很爽

；

不爽到

极点

，“

爱谁谁

”

那么一次

、

几次

，

倒也

很可以理解

。

不过

，

想必

“

爱谁谁

”

之

后

，

不爽的心情也很难有所缓解

。

为什

么呢

？

因为不但总有电视主持人在你

耳朵边儿叨叨什么

“

更大的恶

”，

而且

居然还有执法者在旁边嘀嘀咕咕着

“

居心不良

”

和

“

更可恶

”

之类的说辞

。

原本一件是非极清晰的事情

，

却被整

得鸡毛满天飞

，

就难怪现在大马路上

戾气厚重了

。

“

大众

”

多次违法变道

，“

比亚迪

”

两

次加速阻止之

，

依我看

，

这不是在

“

开

斗气车

”，

而是菩萨心肠大爆发

。

何来

此言呢

？

以加速制止违法

，

何尝不是提

醒

“

大众

”，

车行路上要守法

，

要想想自

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

要想想家里面

的老老小小呢

？

我看

，

那个被撞的司

机

，

倒真要好好谢谢

“

比亚迪

”。

经济学上有个

“

劣币驱逐良币

”

论

，

推演到社会行为学上

，

大约也能搞

个

“

劣行驱逐良行

”

的理论出来

。

劣行

得不到及时的制止和惩治

，

甚至舆论

上对此还吞吞吐吐

，

再加上有些执法

者总出来

“

和稀泥

”，

想必良行就很难

站住脚

，

更别提什么发扬光大了

；

良行

不彰

，

社会就很难和谐得了

。

到底是

“

劣行驱逐良行

”，

还是

“

良行驱逐劣

行

”，

法律无疑应该成为定盘星

。

明确

了这一点

，

大约就不会有人乱叨叨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缘木求鱼】

到底是“劣行驱逐良

行” ，还是“良行驱逐

劣行” ， 法律无疑应

该成为定盘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