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言无不劲】

未来中国还有两亿农

民要离开土地进入城

市，如果都成了小韩，

那就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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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有余】

去产能应该是资本主

动行为，主动选择退。

好人小韩

李劲

大家都说

：

小韩这个人挺好的

。

小

韩是一个拉零活儿的司机

，

以前开一

辆破卡车

，

每天守在新安五路和宝安

大道的路口处

，

等着拉货

，

瓷片

、

门窗

、

家具

、

冰箱

、

花草

、

建筑垃圾

，

有啥拉

啥

，

风里雨里

，

不辞辛苦

。

我们有时候

送货

，

如果不出广东省内

，

也找小韩

，

一晃快十年了

。

记得最初认识小韩的时候

，

好

像是帮我们搬家

。

我跟他说

：

我要搬

家

……

没等我说完

，

小韩就把车打着

了

，

说

：

俺跟上你走

。

小韩干起活生龙

活虎

，

力拔山河

，

不停地用手把汗珠子

甩在地上

。

干完活

，

我们要给钱

。

他说

：

不用啦

。

吓我一跳

。

我说

：

必须给钱

，

你

说多少吧

。

小韩红着脸说

：

那你看着

给

。

我给了钱

，

小韩看都不看

，

一把揣

进口袋

。

我太太说

：

小韩老实

，

是好人

，

以后有零活儿就找他

。

公司定期清理

一下内务

，

都会叫来小韩

。

后来

，

找小韩干活儿的人越来越

多

，

他就贷款买了一辆新的更大的卡

车

，

请他弟弟开

，

小韩的媳妇跟车装卸

，

儿子也辍了学

，

干起活

。

大家跟他开玩

笑

：

小韩发财啦

。

小韩笑得合不拢嘴

，

他

眼前展开了一幅生活越来越美好的图

景

。

可是

，

问题也随之而来

：

一家人关系

总处理不好

，

弟弟不认路

，

经常开错车

，

吃罚单

，

媳妇抱怨

，

和弟弟口角

，

弟弟跟

嫂子顶嘴

：

你去球

，

老子在县里开车

，

哪

里见过那么多路标

？

一家人话不投机

，

动不动就吵架

。

小韩的儿子不听话

，

晚

上打游戏

，

白天打瞌睡

，

一顿饭没肉就

推开碗不吃

。

小韩这个烦呀

。

以前每次

拉完东西

，

他总帮客人扫扫地

，

清理现

场

，

后来

，

这个节目取消了

，

每天蓬头垢

面

，

早出晚归

，

多拉快跑还贷款

。

有一次

还贷款晚了半个月

，

他被罚了

2000

元

钱

。

几年下来

，

小韩头发都斑白了

。

大家

叹息

：

小韩变了

。

有一次

，

小韩去广州为我们的客

户送设备

，

回来的路上

，

轮胎

“

咚

”

一声

爆掉了

，

还好小韩控制住了车

，

没出大

事儿

。

随车的同事吓得魂飞魄散

，

下车

一看

，

每个轮胎都磨秃了

，

露出钢丝

，

爆掉的轮胎成了碎片

，

洋洋洒洒一路

。

同事大骂

，

说轮胎磨成这样

，

早晚爆

胎

，

你怎么不换

？

在高速路上爆出这么

多碎轮胎

，

多危险

，

你缺不缺德

？

小韩

不吭气

。

同事还爆了个猛料

：

这家伙车

不买保险

！

从那以后

，

我们拉设备再也

不敢找小韩了

。

有一回

，

公司运杂物

，

小韩的弟弟

开车过来

，

车停在门口

，

臭不可闻

。

一

问

，

他说

：

这段时间在帮一个湖南的老

板运酒楼的潲水油

。

另一回

，

公司有几

大桶过期的纸张粘合剂

，

要扔掉

，

联系

好了要运到公明一个处理站

，

找小韩

运过去

，

小韩答应了

。

过了一段时间

，

同事们嘀咕

：

有人在工业园排水沟旁

倒了一些胶水

，

把附近几棵树都烧死

了

，

有些树叶枯萎了

，

有些树叶上起了

水泡

，

树叶也会疼呢

。

物管员破口大

骂

。

我拿起电话问小韩

，

果然是他干

的

。

他吭吭哧哧地说

：

公明太远了

……

我想要那几个桶

……

就倒在地上

，

想

着下雨就冲走了

。

好不容易处理完这

件事

，

我们决定再也不用小韩了

。

大家

说

：

小韩真变坏了

。

后来听说小韩弟弟

参与制售潲水油的团伙

，

被抓了

，

车也

没收了

。

可想而知

，

小韩的美好生活的

愿景遭到了灭顶的打击

。

一个淳朴的农民

，

进了城市

，

慢慢

改变了

，

被迫放弃原有的乡土文化

，

像

孤儿一样无所依靠

，

因为软弱或无知而

做了傻事

，

因为生活压力而把自己置于

危险的境地

，

为了追求幸福

，

却可能失

去一切

。

即使他得逞于一时

，

却成了危

险因素

，

不是无畏地祸害别人

，

就是无

知地祸害自己

，

好人成了坏人

，

又有何

益

？

未来中国还有两亿农民要离开土地

进入城市

，

如果都成了小韩

，

那就惨了

。

（作者系深圳企业高管）

心如死灰才能去产能

余胜良

今年大蒜上涨

，

明年会不会引起

众多菜农改葱为蒜呢

？

应该不会

。

因为菜农知道

，

明年大家都种蒜

，

有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

菜农也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别人种

蒜发财

，

自己种蒜就赚不到

，

很可能也

跟过风

，

发现有时候也能赚到钱

，

但大

多数时间会亏得很惨

。

猪肉从去年开始就在上涨了

，

今

年还涨个不停

，

被称作

“

会飞的二师

兄

”。

猪产业链比较长

，

母猪繁育要时

间

，

小猪长大也需要时间

，

但也用不了

多长时间

，

如果大家都养猪

，

二师兄很

容易掉下来

。

经历过好几年旷日持久的亏损

，

那些热爱养猪事业的专业养殖户对自

己的手艺也绝望了

，

中间借着反弹重

操旧业的

，

发现亏得更多

。

这么长时间的猪行情

，

那是由旷

日持久亏损换来的

。

那些退出的人

，

再也不回来了

，

这

就是去产能

。

就是政府有补贴也视而不见

，

坚

决离开

，

才是真的去产能

。

以前政府有补贴

，

大家都冲着补

贴来

，

猪肉价格高了

，

政府就给母猪补

贴

，

看起来好像能赚

，

等猪肉价格下跌

补贴取消

，

发现那点补贴的钱像钓饵

。

中国联合钢铁网上月底调查显

示

，

68

座高炉已恢复生产

，

估计产能

达到

5000

万吨

。

中国小型钢厂的产能

利用率从

1

月的

51%

提高到

58%

。

我

的钢铁网另一项调查显示

，

大型钢厂

产能利用率已从

84%

提高至

87%

。

一季度钢价上涨

，

钢铁行业日子

又滋润了

。

滋润的日子能持久吗

？

从复产数字上看

，

这种日子持久

不了

。

去年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为

64%

，

还有很大潜力可挖

，

钢价继续上

涨

，

钢铁厂继续复产

，

一直会等到钢价

下跌为止

。

为什么那些停产的钢厂不能像菜

农一样

，

继续停下去呢

？

这就是从业者经验不同

。

菜农已

经多次遇到复产不赚钱

，

反反复复

，

多

少次菜价低到运价还顾不上烂在地

里

，

在田头喝农药的新闻也有过

。

蔬菜增量已经很小

，

而中国基建

队钢铁行业拉动却很大

。

中国去年钢

材需求量下滑

，

为近

21

年首次

。

钢厂

已习惯一个蒸蒸日上的市场

，

中国近

些年对钢材需求旺盛

，

困难时期停下

产

，

马上迎来新需求

。

就跟房地产行业

一样

，

恒大也遭遇过困顿

，

后来摇身一

抖就精神起来

。

钢铁行业这几年业绩不好

，

不是

因为需求不行

，

而是供给太旺盛

。

供给

暂时压缩一下

，

说不定就又等来下一

轮经济刺激

。

所以钢厂停产产能未真正离开

，

而是随时都能激活

，

行情一来

，

一触即

发

。

他们会成为行情最大掣肘

。

有人指责这些复产产能

，

认为正

是这些产能让好不容易恢复的景气又

烟消云散了

。

这种指责毫无道理

，

凭什

么让这些企业

，

让这些资本丧失机会

，

让靠国家资金支撑的企业白捡便宜

，

这有什么公平可言

。

一个产业在高速发展的间隙期

，

或者高速发展之后刚停下来

，

就让游

戏玩家离开

，

是不现实的

。

钢厂不是没有菜农拎得清

，

而是

新进入者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大萧条

，

反复的萧条

。

只有等到衰落持续相当长一段

时间

，

钢材需求不增长

，

从业没了希

望

，

就跟散户炒股

，

一买就跌一卖就

涨

，

彻底没了信心

，

或者本钱亏光

，

就

会离开

。

这个时间点是

：

哀莫过于心死

。

去产能应该是资本主动行为

，

主

动选择退

。

如果政府看行业不景气

，

告

诉一些企业说你没有资格玩儿了

，

你

退出来成全其他企业吧

，

这就不是市

场行为

，

也起不到竞争作用

，

只会养活

一帮庸货

。

去产能的最终结果

，

是潜在从业

者被吓怕而退出

，

有些行业值得投资

，

是因为玩家都已少

，

市场筛选到了极

致玩家

。

菜农没办法预测明年市场情况

，

他们往往会种植好几种蔬菜

，

可能有

的会赚

，

有的会赔

，

但会很稳定

，

这就

是分散风险的方法

。

这就是他们被吓怕之后的选择

，

这种选择也保证一种蔬菜供应不致过

多或过少

，

保持市场均衡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环宇杂谈】

这边权威人士“要防

范楼市泡沫风险” 的

喊话余音未了，那边

“地王潮”已成星火燎

原之势。

“地王” 制造的房子是用来住的吗？

李宇嘉

政策的

“

小船

”

说翻就翻

，

这边权

威人士

“

要防范楼市泡沫风险

”

的喊话

余音未了

，

那边

“

地王潮

”

已成星火燎

原之势

。

据

CRIC

统计

，

今年以来重

点城市

“

三高

”

地王已达到

74

幅

，

4

月

以来的一个半月就占近

70%

的数量

。

上一个

“

地王年

”

的

2013

年

，

也仅仅拍

出了

60

幅地王

。

5

月

18

日

，

苏州出了个

“

禁地王

”

的奇葩政策

，

同一天在上海郊区

，

一个

叫周浦镇的地方

，

一块四周都是农田

的宅地

，

被知名央企以楼面价

4.4

万

元

、

溢价率近

400%

收入囊中

，

创上海

外环史上地价新高

。

要知道

，

周边在售

房价才

3

万多

，

而这个地价要放在一

年前

，

只有在上海内环才能看到

。

还要

交代的是

，

这个地王是在一堆

“

不能

”

的限制下诞生的

，

如不能有三层以下

联排和别墅

，

15%

的面积需自持

70

年

，

自持住宅面积不能境内转让

，

不能

成立独立商业公司

，

不能做商业

……

拍地会后有人算了

，

若扣除

5%

的

保障房和

15%

的自持面积

，

可售住宅楼

面价达

5.45

万

，

未来拿出来的房子要卖

到

7-8

万元

，

这意味着上海郊区这个小

镇未来房价至少要翻一番

。

不计成本

“

抢地

”

也在南京上演

，

5

月

13

日

，

南京

拍出三个

“

地王

”，

南京房价有望继北上

深

，

第四个进入

“

10

万

+

”

时代

。

地王年年有

，

今年大不同

。

这一轮

“

地王潮

”

发轫于江浙

，

近期开始向内

地二线城市传染

。

一线城市缘何只有

上海风头最劲

？

无他

，

北京

、

深圳近期

并无宅地出让

，

国家要求重点城市增

加宅地供应

，

预计北京

、

深圳只会迟

到

、

不会缺席

。

事实上

，

2015

年

，

让北

京丰台变为

“

疯台

”

的

“

5

万

+

”、“

地王

潮

”

余热未散

。

面粉继续贵过面包

，

除

此之外

，

溢价率普遍超

100%

是另一奇

观

，

可见

“

抢地

”

之盛景

。

上面讲的上海

和南京地王分别吸引

37

家和

23

家开

发商

，

算是新纪录了

。

地王制造者中

，

央企或国企的身

影最活跃

。 “

不差钱

”

是他们的标签

，

2015

年

，

80%

左右的社会融资流向国

企或央企

，

今年

1-4

月

，

创纪录的

7

万亿社会融资

，

多数也流向他们

。

多渠

道融资

，

更是为央企或国企提供了充

足的弹药

。

今年

4

月

，

重点上市房企银

行贷款

、

信托贷和公司债同比分别上

升

144%

、

46%

和

368%

，

保利

、

中海

、

华

侨城企业债利率在

2%-3%

之间

，

低于

同期限存款利率

。

央企和国企拿

“

地王

”，

不能只算

经济账

。

陈志武曾披露

，

2008

年金融

危机时

，

决策层认为

“

民企靠不住

，

只

能靠国企

”，

于是就有了

“

4

万亿

”。

今

年

1-4

月

，

利率不断走低

，

但是占全

国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2/3

的民间投资

增速降至

5.2%

，

不及去年同期一半

。

看来

，

稳定经济还得靠国企

。

近期

，

交

通和发改部门披露的

2016-2018

年

303

项重点投资项目

，

被称为

“

新

4

万

亿

”，

有这个意味

。

楼市也是一样的逻辑

。

在

4

月

18

日的新闻通气会上

，

国家统计局指出

，

“

楼市回升对经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

用

，

对

GDP

增长贡献率提升

”，

这应

该是国家经济核算部门第一次如此表

态

。

透露出的信号是

，

在

“

三期叠加

”

和

去产能加速的背景下

，

房地产托底和

腾挪是何等重要

！

由此

，

即便地王看上

去不计成本

，

但毕竟可以激励去库存

、

缓冲产能过剩

、

稳定抵押物价格

。

作为地王

“

爱好者

”，

融创孙宏斌

也看不懂近期地王潮

，

但他一手制造

的楼面价

7.4

万元的农展馆地王

，

近期

以北京壹号院这个高大上的名字

、

30

万元

/

平米的天价入市了

。

当初

，

钓鱼

台七号院

15

万元

/

平米

，

都令人咋舌

，

30

万的房价是高还是低呢

？

北京和上

海等大城市已划定城市空间

，

土地卖

一块少一块

，

2015

年被称为

“

顶豪

”

元

年

，

北上深豪宅成交翻了

1.5-2.5

倍

，

很多人看好地王

。

但权威人士说了

，

“

树不能涨到天上

、

房子是用来住的

”，

地王一再刷新房价该如何解释

？

（作者供职于深圳房地产研究中心）

【锦心绣口】

整治忽悠式重组，必

须完善股票停牌等多

项制度。

整治忽悠式重组还须多管齐下

熊锦秋

据称

，

在上交所即将发布的停复

牌新规中

，

将通过分阶段细化披露等

手段严控以推高股价等为目的的

“

忽

悠式重组

”；

若上市公司因涉及重大资

产重组进行停牌

，

必须按月持续披露

重组标的的具体细节

。

笔者认为

，

要严

打

“

忽悠式重组

”，

还需从多个角度从

根上着力

。

忽悠式重组的一个主要表现

，

就

是有的公司在公布重组预案并复牌后

股价大幅上涨

，

大股东等借机减持

，

随

即宣布重组失败

，

有的公司甚至如此

循环往复

。

在笔者看来

，

之所以上市公

司重大重组愿意长期停牌

，

一个原因

是重组方案难以及时拿出来

，

另一方

面就是停牌时间越长

，

等于重组的

“

广

告效应

”

时间越长

，

越可让投资者在潜

意识里忘掉上市公司

“

不堪过去

”、

迎

接上市公司

“

崭新未来

”，

由此长期停

牌犹如一个加压打气的

“

高压泵

”，

让

散户买气逐渐累积

，

复牌后只要轻轻

一拉就可连续涨停

。

整治忽悠式重组

，

必须完善股票

停牌制度

。

目前

，

忽悠式重组所依托的

重大重组停牌制度依然没有根本性变

革

，

只要上市公司提出继续停牌申请

，

仍可能一而再

、

再而三延期复牌

；

但重

组最终未必成功

，

这其中既包括客观

原因

，

也可能包括

“

忽悠

”

原因

。

相较于

A

股市场

，

境外市场的股

票停牌制度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

一是停牌次数少

，

比如纽交所在

2001

至

2002

年

18

个月的时间内平均每家

上市公司每年只停牌

0.1044

次

，

A

股

上市公司停牌频率则是这些数字的几

十

、

上百倍

。

二是停牌时间短

，

在成熟

市场

，

股票停牌对于在交易时间发布

价格敏感信息而实施的停牌

，

停牌的

时间都很

；

而

A

股市场重大重组停牌

往往长达数月甚至数年之久

。

三是强

制复牌制度

。

A

股市场名义上也有一

些强制复牌制度

，

但很少执行

，

尤其是

碰到上市公司正在孕育重大不确定性

事件时

，

交易所更是不敢下手

。

四是长

期停牌导致退市

，

比如香港主板上市

公司长期停牌

，

但未采取足够行动以

争取公司股票复牌

，

那么可能会导致

摘牌

，

目前

A

股这方面还是空白

。

维持股票正常交易和保持一定市

场流动性

，

是股票内在价值的重要组

成部分

。

一个市场如果不能交易

、

或者

成交极其清淡

，

那么投资者需要用钱

就可能低价甩卖资产

。

为此要对随意

停牌

、

长期停牌现象严格限制

，

要建立

行之有效的强制复牌制度

，

即使上市

公司不能发布重组方案等重大信息也

必须强制复牌

；

对在境内外多个市场

上市的公司

，

要建立同步停牌制度

，

不

能

A

股停牌

、

境外市场照常交易

，

这是

对

A

股投资者一种变相的利益侵害

。

要整治忽悠式重组

，

还需严打市

场操纵

。

重组并购资产需要付出对价

，

且卖方往往居于有利地位

，

一般来说

并购对被并购公司的股东有利

，

对主

并购公司的股东不利

，

成熟市场上市

公司并购对股价甚至是负面影响

。

比

如

2013

年微软并购诺基亚

，

微软的股

价呈下降趋势

。

A

股市场不要过度担

心重大重组对上市公司股价的刺激作

用

，

理论上来讲更多是副作用

，

即使可

能产生内幕交易

，

深挖严抓内幕交易

是正道

，

靠停牌来防内幕交易则得不

偿失

；

目前

A

股重大重组股复牌就暴

涨

，

这背后多是市场操纵在作祟

，

要加

强这方面的针对性执法打击

，

同时要

通过宣传教育改善

A

股市场投资土

壤

，

要扭转散户

“

天上掉馅饼

、

不劳而

获

、

快速暴富

”

的投机赌博心理

。

要整治忽悠式重组

，

还要建立重要

股东以及董监高承诺不减持制度

。

无利

不起早

，

一些上市公司之所以忽悠式重

组

，

主要因为大股东以及董监高是利益

中人

，

可以借重大重组消息在股价炒高

后溜之大吉

。

为此

，

应要求重要股东

（

甚

至前十大股东

）

以及董监高承诺

：

在上

市公司运作重大重组直至该重组结束

期间不交易本公司股票

。

（作者系资本市场研究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