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缘木求鱼】

沉浸在物质世界难以

自拔的人类， 对物质

的欲望， 实在是毫无

抵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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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为心声】

中国政府可以借助于

大量的石油和黄金储

备， 巩固人民币的国

际地位。

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不能患得患失

乔新生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

口国

，

全年进口石油的规模接近

3.4

亿吨

，

装满石油的巨型油轮在中国的

港口排队等候

，

中国已经为石油储备

太多而苦恼

。

这是西方新闻媒体关于中国石油

进口的报道

。

其中不乏幸灾乐祸的成

分

。

众所周知

，

随着世界石油价格迅速

下跌

，

中国进口石油的数量大幅度增

加

。

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需要大量的

石油储备

，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

中国和

石油输出国组织签订了石油抵押贷款

协议

，

由于石油价格下降

，

石油输出国

组织不得不出口更多石油

，

以偿还中

国的贷款

。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

一些石油化

工企业可能会因为库存增加而导致管

理费用不断上升

，

这对企业减少亏损

会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

但是

，

企

业应当学会适应国际市场竞争

，

抓住

有利时机

，

通过多元化经营

，

把不利的

因素变为有利的因素

。

从长期来看

，

石

油价格下降必然会导致石油化工产品

的成本下降

，

这对于中国的供给侧改

革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

国际原油价

格下跌

，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原油进口

国而言

，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

中国应

当抓住有利时机

，

借助于石油还贷款

协议大量进口石油

，

因为只有这样

，

才

能提高中国抵御世界经济危机的能

力

。

中国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不

能患得患失

，

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而忘记了中国的长远利益

，

必须抓住

有利时机大量储备石油天然气

，

因为

只有这样

，

才能应对突发事件

。

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非常复

杂

，

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本国经济发展

希望寄托于中国

，

希望搭中国的便车

。

中国应当抓住有利时机

，

实现产业的

国际化布局

。

现在俄罗斯等一些石油

出口国指望中国大量进口石油

，

对于

中国来说

，

在国际石油价格不断下跌

的大背景下

，

可以掌握价格的主动权

，

逐渐地改变过去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石

油期货交易体系

，

充分利用石油储备

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货币结算体系

。

笔者的建议是

，

中国政府可以借

助于大量的石油和黄金储备

，

巩固人

民币的国际地位

，

必要的时候可以通

过货币兑换或者签订人民币结算协议

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

。

重商主义退出历史舞台之后

，

各

国之间的竞争早已不仅仅是商人之间

的竞争

，

而是国家之间的竞争

。

中国政

府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必须制定

长远的战略发展规划

，

一方面为中国

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

另

一方面必须改变中国经济结构

，

调整

中国能源资源政策

，

完善中国的货币

体系

，

为中国企业开展国际竞争打下

坚实的基础

。

人们无法想象

，

如果没有

政府的支持

，

企业如何行使海外债权

；

人们也无法想象

，

如果没有政府的战

略规划

，

单个企业如何能改变不合理

的国际经济秩序

？

中国政府在鼓励企

业走出去的同时

，

应当仔细研究国际

能源战略格局

，

研究能源发展对中国

产生的深刻影响

，

并且制定宏伟的能

源战略发展规划

，

为中国改变能源结

构创造良好的条件

。

现在不是讨论中

国究竟能消化多少世界原油的问题

，

而是在大量购买石油之后

，

如何提高

中国的货币地位

，

如何改变不合理的

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体系

，

如何帮助中

国企业降低成本

，

如何提高中国企业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庙堂江湖】

改革了供给侧， 才能

有创新潮； 只有鼓励

了创新潮， 才能真正

实现供给侧的改革。

我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出国

沈凌

最近的高考名额跨区调剂

，

据说

惹毛了家长

，

江苏

、

浙江都有家人在抗

议

。

有人借机质疑

：“

为啥北京不调

剂

？”

我也不知道为啥北京有那么多的

教育资源

，

不去支持帮助一下中西部

，

却一定要江浙地区去援助

。

所谓

“

绝对

的公平

”

并不存在

，

经济学上讨论任何

一个政策公平与否

，

都是需要首先构

建起一个合适的被大家接受的社会福

利函数

，

但是怎么样才会有这样一个

社会福利函数呢

？

需要政治家来回答

。

我回答不了这个高大上的问题

。

但是我必须面对一个选择

：

我的孩子

也马上要高考了

！

我十年前回国的时候

，

孩子才小

学二年级

。

他在本地一所很优秀的学

校上学

，

这要拜我的远见卓识所赐

，

早

早就买好了学区房

。

但我们不久就和

孩子的班主任吵翻了天

。

不是因为她

不敬业

，

而是因为她太

“

敬业

”

了

。

每次

孩子的回家作业都不能在晚上九点前

完成

———

这是我们规定的上床睡觉时

间

。

怎么办

？

我们给老师写了一个信

，

请她原谅

，

因为我们不认为这些作业

比孩子的睡眠更加重要

。

于是老师把

我们叫了去

，

义正词严

：

你们家长这么

不负责任

，

以后我也不管你们孩子了

！

不管就不管吧

，

我们倒也不太在

意

。

但是让我们在意的事情还是发生

了

：

我们孩子在班长竞选中成功获得

多数选票

，

居然被这个很负责任的班

主任一声不吭废除了

！

我愤懑之余

，

写

了一篇文章

《

儿子的胜选

》，

发表在

《

中

国青年报

》

上

。

我说这两件事情

，

其实是想纠正

大家心里面的一个误区

：

中国的基础

教育还是不错的

，

差是差在高等教育

。

但是回国十年

，

从我个人的眼光中

，

并

没有看到我们的基础教育好到哪里

去

。

秉持这样的教育理念的小学教师

遍地都是

，

哪怕有些反感这样的教育

方式的教师身在其中也无可奈何

，

随

波逐流

。

这样的基础教育怎么可能教

育出具有创新精神的有资格去接受高

等教育的孩子呢

？

所以

，

我对自家孩子语重心长

：

别

太在意你们学校老师的那些教条

！

咱

们不能成为老师标榜自己教学能力的

升学率里面的小数点后的第二位数

啊

！！

那么以后高考怎么办

？

大学没得

读怎么办

？

孩子

，

我回国十年任教于两

所

211

大学

，

太知道里面的成色了啊

。

国内一流的大家争破了头的

211

大学

放到世界上

，

不过就是前

1000

名的水

平

，

和北大清华差不多水平的国际大

学

，

至少有

200

所

。

而且

，

如果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大

学

，

他的学术研究水平和国内

211

大

学差不多

，

我也觉得把孩子送出国比

较好

。

原因如下

：

1

）

在国外大学

，

你孩

子至少可以省下三分之一的时间

，

不

去学那些恶心的必修课

，

轻轻松松地

谈个朋友爬山涉水拥抱自然

；

或者你

为了补贴家用去打打工赚赚钱

，

不好

吗

？

2

）

在国外大学

，

孩子

，

你的教授是

有尊严有社会地位的

，

他不会不在乎

自己的教职

，

也不会和学生做乌七八

糟的勾当

。

言而总之

，

哪怕教授本身的

研究水平一个样

，

孩子你能够学到的

东西和学习的效率乃至于生活的质

量

，

会高一个档次

。

就好比两个五星级

酒店

，

一个你进去当上帝

，

一个你进去

拖地板

，

你觉得你会去哪一个

？

最后一个话题

，

躲不开钱

。

都说出

国念书

，

花钱不少

。

真的吗

？

不一定

。

至

少对中国大中城市的家长而言

，

留学

学费应该不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

首先

，

如果你计划送孩子出国念

书

，

那么你平时那些奥数补习班的费

用都可以节约下来了

。

我孩子义务制

教育

12

年一分钱补习费都没有花

，

当

然成绩也不顶尖

。

我算了一下

，

如果每

年补习费

2

万的话

，

年息

5%

，

12

年下

来应该有

32

万

。

其次

，

在国内念书并不是不花钱

，

一年如果学费生活费加起来也需要

5

万左右

，

而一般来讲国内大学生不打

工

。

如果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出了国

，

把那三分之一多余必修课的时间节约

下来去打工

，

一年收入

10

万应该是不

成问题

（

以我自己的经验看

）。

如果能

争取到奖学金就更加好了

。

复次

，

现在国内的学区房那么热

门

。

你孩子出国之后

，

你把学区房换成

非学区房

，

假设能够得到

50

万

，

也可

以补贴孩子每年十来万了

。

如此算下来

，

孩子在国外大学的

费用七七八八也凑到了一百来万了

。

最最重要的我还没有说

：

国外大学好

些都是不要钱的

！

比如德国大学就是

对全世界的学生免费的

。

国内消费者

喜欢德国汽车

、

德国电器

、

德国水龙

头

，

喜欢不喜欢德国大学呢

？

你花一年

时间学一门德语

，

就可以省下差不多

100

万的留学费用

，

为啥还留在国内和

中西部地区的孩子们争什么一本名额

呢

？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缘木求鱼】

一家主要靠融资推动

的公司根基不牢。 乐

视至少应该先夯实已

有业务。

为乐视说句话

余胜良

不知道为什么

，

看到骂乐视的人

多了

，

突然想为乐视说句话

。

这波骂潮主要因乐视网增发收购

乐视影业

，

通过

“

30%

现金

+70%

股权

”

的收购方案

，

乐视控股套现

，

获得

10

亿元的现金

,

还通过配套再融资

,

让乐

视网募集

50

亿元资金

。

这个方案可谓财技了得

，

但人们

质疑乐视影业何以评估到

98

亿元

，

明

星入股乐视影业是否有问题

。

其实这个质疑和乐视网

2010

年

IPO

时相比

，

已经太温和了

。

当时主流

舆论渠道还是微博

，

微博里质疑最厉

害的是业内专家

，

猛的一个视频网站

要上市

，

而且是盈利的

，

已经超乎预

料

。

把乐视网拿出来和优酷土豆对比

，

真像是造假上市

，

当时就有人不相信

乐视网财报

。

当时媒体呈现出来的乐视

，

是山

西煤炭资金捧出来的互联网视频公

司

，

土豪有钱神秘又有点任性

。

乐视网的商业模式是会员收费

，

这个网站成立时间不长

，

规模也比较

小

，

江湖号召力不大

，

收费令人难以理

解

，

免费是互联网打天下的通用兵器

，

按照通行做法

，

这就是在自掘坟墓

。

山东一位投资大户在乐视网股票

上赚了不少钱

，

在乐视

TV

推出就购

买

，

试用后决定投资

。

我买乐视

TV

的

原因就是便宜

，

但也发现乐视自制节

目众多

，

还冠名转播音乐节

，

乐视做了

很多业内人士不愿做的事情

。

在知识产权人眼中

，

乐视眼光独

到

，

因为对影视版权下手早

，

以便宜价

格买了很多版权

，

靠版权费上涨赚了

不少钱

。

乐视网上市已有近

6

年

，

乐视收

费模式已证明可行

，

很多当初不收费

的视频网站已在收费

，

打擦边球的网

站偃旗息鼓

，

部分民众也有了付费收

看习惯

。

但贾跃亭并不满足

，

他一直在搞

发布会

，

有时候一个星期好几场

，

乐视

像一个以发布会为职业的公司

。

从电

视

、

手机到汽车

、

体育和互联网云

，

时

髦概念无所不涉

。

公众对乐视和贾跃亭的质疑从未

止息

，

暗藏的情绪觉得这是一个吹起

来的泡沫

，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终止

。

企业要运转下去

，

要么有人投资

，

要么有利润可以持续

，

乐视主要靠融

资

。

乐视要做的事情很多

，

收购的企业

也不少

，

这让乐视像一台融资机器

。

贾跃亭一直在利用资本市场

，

而

且做得不错

，

从一级市场吸引

PE

，

到

资本市场增发

，

股价高涨套现

，

一级质

押融资

，

繁复多样

，

乐视一步步走截至

目前还没出过什么错

。

比如乐视体育和乐视汽车估值不

低

，

基础经验欠缺

，

但依然有资金追

捧

，

这也是神奇之处

。

这次乐视网并购乐视影业

，

乐视

影业是否高估

，

很难评判

，

但是影业行

业现在本来就泡沫

，

关键看投资者是

否买账

。

我质疑过明星入股多家影视

类公司

，

却没有工作关系

，

这也是因为

影视行业泡沫化

。

这是乐视请客

，

明星

吃饭

，

市场买单

。

质疑乐视

，

应该想下这几年乐视

发展得怎么样

。

贾 跃 亭 应 该 有 一 种 特 殊 吸 引

力

，

乐视吸引了很多行业顶尖人才

，

这些核心管理层鲜有离职

，

有人戏

称乐视体育是中央五台

，

是因为吸

引了很多中央台知名体育人加盟

。

当

时乐视名声还没现在好

，

而且前途也

不怎么明朗

。

乐视的确做成了一些事情

。

乐视

内部员工透露

，

贾跃亭喜欢描述一件

事儿

，

然后让员工自己实现

，

甚至包括

融资

。

乐视人才众多

，

但又显得混乱

，

但描绘出美好的前景一直在激励众

人

。

现在乐视已经是个上万人的公司

。

当很多人预料这个泡沫什么时候

会破灭时

，

贾跃亭却在一步步将描绘

的蓝图变成现实

。

这并不代表我对乐视无保留意见

。

一家主要靠融资推动的公司根基

不牢

。

乐视至少应该先夯实已有业务

。

在这方面

，

乐视不如小米

，

小米已经成

熟平稳下来

，

而乐视一直大跃进

，

不断

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守夜游戏

木木

不久前

，

有人讲了个笑话

：

一个

“

土鳖

”

和几个土豪吃饭

。“

土

鳖

”

问

，

你们已经

“

辣么

”

有钱了

，

还有

啥理想没

？

土豪们七嘴八舌地说

，

再奋

斗个几年

，

就去村儿里买个农家院儿

，

养点鸡啊猪的

，

再种点儿花花草草

、

黄

瓜茄子

；

春天挖挖野菜

，

夏天钓钓野

鱼

，

秋天扒扒苞米

，

冬天扫扫小雪

；

没

事儿的时候

，

几个朋友凑一起

，

斗斗地

主

，

喝点小酒儿

，

吹吹牛

“

叉

”……

多美

好的生活

！

吃完饭

，“

土鳖

”

回了自己的

农家院儿躺炕上就琢磨

，“

叉叉

”

的

，

老

子现在的日子

，

不就是他们的理想生

活吗

？

还瞎折腾个啥啊

！

走

，

扒苞米去

！

这大抵是一个抄来的笑话

，

原始

版本是个外国笑话

，

多少年前

，

曾经很

流行过一阵

。

这个外国笑话是这样的

：

一个欧洲大富翁

，

百忙之中好不

容易抽出时间去非洲度假

。

在海边日

光浴的时候

，

富翁发现椰子树下躺着

个土著

……

最后

，

土著对富翁说

，“

你

说的这不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吗

？ ”

土著的回答

，

想必

，

大富翁还真不

好反驳

；

反驳不了

，

估计不是被气坏了

身子

，

恐怕就是要反思一下自己的日

子

：

是啊

！

我辛辛苦苦拼了命地干活

，

所为何来呢

？

是啊

，

所为何来呢

？

恐怕所有没日

没夜赶路的人

，

都需要想想这个问题

。

可以说

，

在这个世界上

，

绝大部分的人

都很物质

———

这倒再次明证了世界的

物质属性

，

人

，

免不了俗

。

当年刚解放

的时候

，

中国人嘴里的幸福生活

，

就是

“

两亩地

，

一头牛

，

老婆孩子热炕头

”；

没过多久

，

中国人想象出来的

“

共产主

义

”，

就成了

“

楼上楼下

，

电灯电话

”。

都

是很物化的目标

、

很物化的生活

。

当然

这也有好处

，

目标很明确

，

或远或近

，

大家似乎都能看得见

，

前往的路径也

明确

，

只要顺着一路扑上前去就是

。

目标实现了

、

东西抓住了

，

当然幸

福感就来了

。

小目标

，

有小确幸

；

大目

标

，

有大惊喜

。

再然后呢

？

或许就有了

新目标

，

开始又一轮的新追求

。

当然

，

目标实现不了

、

东西抓不住的时候也

不少

，

那就有点儿悲催了

。

在这个物化

的框架里

，

其实

，

所有人生活的性质大

约就都差不多

。

比如

，

小白领在北

、

上

、

广终于有

了自己的小窝儿

，

肯定很幸福

；

发了财

的马云跑去香港买套豪宅改善生活

，

当然也肯定满心欢喜

。

两者的感受

，

大

约没什么本质的差别

，

在生理上发挥

作用的机理

，

就更不可能有不一样的

地方

。

非要辨出不同来不可

，

也很可能

是小白领的幸福感要比马云的更强

烈

。

这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

，

前者费了

更多的苦力

，

目标就显得格外香甜

。

所

以

，

好不容易挤出时间休个假的大富

翁

，

其幸福感当然就比非洲土著来得

更强烈

。

不过

，

淡定的非洲土著和恍然大

悟的中国

“

土鳖

”，

也只能存在于笑话里

吧

。

在物质的现实世界里

，

富翁嘴里叼

着的古巴雪茄和身边陪晒的美女

，

大约

就能让土著郁闷得吃不下野果

；

土豪手

指上的大

“

猫眼儿

”

和停在农家院儿门

口的

“

特斯拉

”，

估计也能把

“

土鳖

”

嘴里

的苞米变了味儿

。

没办法

！

沉浸在物质

世界难以自拔的人类

，

对物质的欲望或

者说好奇心也行

，

实在是毫无抵抗能

力

，

人家的大眼睛一忽闪

，

马上就能把

“

幸

”

与

“

不幸

”

勾引得飞满天

。

或许

，

这也没什么不好吧

。

整天很

充实地追完这个追那个

，

三追两追

，

日

子

“

一忽

”

也就过去了

；

否则

，

漫漫长

夜

，

熬起来也真有点儿难受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