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缘木求鱼】

当此之时，时间宝贵，

世事难料， 还是少讲

故事多做事为好。

【庙堂江湖】

初入股市的投资者首

先应该问什么时候买

入或者卖出大盘指数

基金， 这就是一个择

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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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有哪些企业在迷航中

乔新生

中国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的一

段话令世界震惊

。

这位通信产业的带

头人不无忧虑地指出

，“

华为现在的水

平尚停留在工程数学

、

物理算法等工

程科学的创新层面

，

尚未真正进入基

础理论研究

，

随着逐步逼近香农理论

、

摩尔定律的极限

，

而对大流量

、

低时延

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

，

华为已感到前

途茫茫

，

找不到方向

。

华为已前进在迷

航中

。 ”

这番讲话不仅体现了这位中国企

业家的忧患意识

，

而且也体现出中国

科学家的责任担当

。

华为公司作为世

界上著名的通信公司

，

在原有的通信

理论支持下

，

开发了一系列技术产品

，

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专利体系

。

但是

，

正

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

，

当专利技术发

展到一定阶段之后

，

如果没有新的理

论加以引导

，

那么

，

技术发展的边际效

用将会越来越小

，

技术创新所带来的

商业利润增长速度将会放缓

。

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企业

，

科技

创新的动力源泉也在企业

。

只有不

断推进科技创新

，

才能在竞争中脱

颖而出

，

获取巨大的商业利润

。

可是

现在中国许多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

大型企业缺乏技术积累

，

他们在科

技创新方面无所作为

。

一些高等院

校热衷于科学技术转化

，

他们希望

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变成实实在在

的商业利益

，

从而尽快改变自己的

生活条件

，

甚至改变自己的财富地

位

。

这是一种令人悲哀的现象

。

本来

应该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高 等 院

校

，

却热衷于技术推广和技术应用

。

本来应该成为中国知识产权积累主

力军的中国国有企业

，

却在突飞猛

进的科学技术发展面前被动应对

，

丝毫没有主动进取精神

。

华为公司

所取得的成绩

，

令中国科学研究机

构和中国的国有企业无地自容

。

科技创新从来都不是神秘的活

动

，

日本每年举行科学技术比赛

，

每一

个日本公民都可以参加

，

不管他们的

科技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经济价值

，

也

不管他们的科技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创

新性

，

只要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主

观能动性

，

自觉地投入到科技创新的

大潮之中

，

那么

，

就一定能实现大众创

新

，

就一定能支撑起科技创新大国的

梦想

。

可是在我国

，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

是高等院校

，

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始

终走不出历史的窠臼

，

他们不愿承担

冒险的代价

，

不愿放弃可能获得的商

业利益

，

他们愿意跟随西方发达国家

的技术发展思路

，

亦步亦趋

，

在科学刊

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

以此来获取升官

发财的机会

。

科技创新的核心价值就

在于

，

打破现有的陈规陋习

，

在追求科

技进步过程中发现乐趣

。

中国河北一

所职业院校的科研工作者

，

能在没有

国家科研经费大力支持的情况下

，

另

辟蹊径

，

在基因研究领域取得丰硕的

成果

，

根本原因就在于

，

这位科学家摆

脱了传统的条条框框

，

同时也摆脱了

传统的科研技术管理体制方面的束

缚

，

能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自由自在

地从事科学研究

。

华为公司的孤独求败

，

从一个侧面

说明

，

如果在企业兴盛中没有看到危

机

，

如果在企业利用现有科学技术路线

创造惊人业绩的时候

，

没有看到打破陈

规陋习的重要性

，

那么

，

企业在未来发

展过程中很可能会逐渐地沦落

。

部分学者只看到华为公司先进的

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

看到华为公司内

部的激励机制

，

而没有看到华为公司

在世界通信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所发

挥的作用

，

他们对华为公司的发展战

略存在很深的误解

。

华为公司之所以

能不断发展

，

就是因为华为公司具有

两个引擎

，

一方面充分利用先进的人

力资源管理模式

，

调动华为公司职工

的积极性

；

另一方面则充分把握现代

通信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

在未来通

信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始终站在制高

点

。

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高等院校应当

学习华为公司的精神

，

自觉肩负起自

己的责任

，

因为只有这样

，

才能使中国

真正成为一个创新国家

，

也只有这样

才能使中国在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过

程中站稳脚跟

。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故事里的事

木木

万科一发布增发重组预案公告

，

华润就禁不住愤而发声

，

据说王石也

马上就在朋友圈里讲起了小故事

。

王

石的故事显然不是讲给华润听的

。

故

事虽小

，

哲理深邃

，

不妨略作赘述

。

说

，

上帝要给草原上的羊们安排

一个统治者

，

或者是狼

，

或者是狮子

，

由羊任选一个

。

选狼

，

上帝就会派来一

条狼做羊们的终极独裁者

；

选狮子

，

羊

们可以从两只狮子里选一只

，

落选的

那个就只能爬在上帝身边没吃没喝地

等候下一次选择

。

大概羊们觉得还是

有选择权好一些

，

于是就选狮子做自

己的统治者

。

初时

，

羊们苦不堪言

，

在狮子的尖

牙利爪下惶惶不可终日

，

但慢慢就总

结出血的教训

，

发现了选择的

“

好处

”：

居然可以通过把过于贪婪

、

凶恶的那

只狮子赶回上帝那里饿个半死的办

法

，

好好惩罚一下这个

“

统治者

”。

而原

本穷凶极恶的狮子也马上就开了窍

儿

：

不再乱吃

、

乱杀一气

，

而是专挑老

、

弱

、

病

、

残

、

孕下手

，

而其他的羊就用不

着再整日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

大意如此吧

。

挺有意思的故事

。

羊

和狮子经过痛苦的磨合

，

终于达成了

一种平衡的和谐

，

于是世界也马上就

温馨起来

。

此时此刻

，

王石的这个故事到底

是讲给谁听的呢

？

琢磨来

、

琢磨去

，

应

该不是讲给华润或者宝能听的吧

。

按

照以兽喻人

、

情景带入的路径

，

华润和

宝能

，

显然就是故事里的那两只狮子

；

给狮子讲故事

，

显然没必要

，

因为很难

讲得通

，

必须先施之以教训

，

才能晓之

以道理

。

既然故事不是讲给狮子听的

，

那就一定是讲给羊们听的

。

那么

，

故事

中的羊

，

在现实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

有人认为

“

羊

”

就是万科的管理层

，

于

是

，

这个故事的要旨就成为

：

选哪只狮

子

———

宝能还是华润

，

羊

———

万科管

理层

———

说了算

！

也算一种解释

。

不过

，

这样的揣

测

，

显然就有点儿低估了王石先生的

智慧

。

姑且不论万科的管理层绝不可

能是

“

一群羊

”，

因为这么多年来

，

没人

见过这些人中翘楚吃过亏

、

流过血

、

丧

过命

，

单就王石的格局

，

又怎么能在如

此敏感时刻大喇喇地满世界嚷嚷

“

选

谁我说了算

”

呢

？

虽然王石心里可能确

是这么想的

，

但他却永远也不会公开

这么说

。

于是

，“

羊面具

”

下面的真面

目

，

似乎也就只能是那些中小股东了

。

于是

，

这个小故事就有了檄文的色彩

，

“

檄

”

什么呢

？

也无非提醒那些大大小

小

、

肥肥瘦瘦的

“

羊

”

们

，“

股东大会投

票的时候

，

可得擦亮双眼啊

！ ”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

王石的这个

小故事似乎就更富于思辨性

，

更厉害

的是

，

这简直就等于在鼓动

“

小羊

”

们

造反了

。

反谁呢

？

当然是那只

“

主宰

”

羊

群多年

、

贪婪无厌的大狮子

！

既然

“

羊

”

们的悲惨命运都拜

“

狮子

”

所赐

，

不造

它的反

，

还能造谁的反呢

？

也真是这么

个理儿

！

不过

，

故事虽好

，

终究难免有禁不

住别人琢磨的地方

。

比如

，

本着不能置

身事外的原则

，

万科管理层在这个故

事中总是需要也扮演一个角色的吧

？

不是狮子

，

不是小羊

，

那似乎就只能是

上帝喽

？

再比如

，

在丰腴的大草原上

，

难道羊群就没有另外的选择吗

？

羊群

们难道就没有质疑一下

“

上帝算老几

”

的权利吗

？

还比如

，

如果狮子和羊群配

合得过于和谐了

，

上帝会不会醋劲儿

大发

，

再搞来一只科莫多巨蜥

？

还真难说

。

记得曾经有哲人说过

，

立场不同

，

视角就不同

，

看到的世界也一定不同

。

这个道理

，

再古远一些的先人也以各

种各样的形式反复唠叨过

。

焦大眼中

的贾府

，

与宝哥哥或者林妹妹眼中的

贾府

，

还真不是一个地方

。

如果每个人

都抱定了自己的立场

，

固化了自己的

视角

，

那大家就只能沉浸在自己的世

界里自说自话

；

满世界

“

鸡同鸭讲

”、

噪

声一片

，

那就绝不是一个和谐而有活

力的地方

。

万科

“

事变

”

至此

，

各种说法满天

飞

，

但真的还有必要继续迁延

、

磕绊

、

争吵下去吗

？

虽然俗语说

，“

理越辩越

明

”，

但明明是谁都知道的道理

，

却偏

要咬死了不撒嘴

，

不服理

，

最终恐怕就

有可能把事情做绝

、

搞砸

。

真到了彼时

彼刻

，

显然局中人不会有赢家

。

当此之

时

，

时间宝贵

，

世事难料

，

还是少讲故

事多做事为好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思想如虹】

自从有了房， 底气足

了， 同事聚会参加得

少了，言语间“我回

家” 说得响亮自豪！

股民最爱问的一个愚蠢问题

沈凌

屈指算来

，

我投资中国

A

股市场

已经

20

多年

，

虽然不敢称成功

，

但是

毕竟能够在这个市场上生存下来

，

而

且年化收益率不低于上证指数涨幅

。

感谢证券时报

，

在我初出茅庐的时候

，

就给我一个方寸之地

（

那时候叫

“

茶

座

”

)

，

让我可以发表不成熟的见解

。

现

在随着年龄的增长

，

慢慢称谓变成了

“

老师

”，

我知道

，

这样叫我的人的主要

意思重点在

“

老

”

而不是

“

师

”。

因为师

不师的

，

现在在中国内地都算不上一

个敬称

，

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

，

优步拼

车的时候就会有机会当

“

师

”，

因此中

国的

“

师

”

数以亿计

。

这不

，

大凡想聊股票的

，

都会问一

个问题

：

沈老师

，

最近有什么好股票可

以推荐

？

这哪里是请教问题

，

分明就是

来考考我的

。

因为你想

，

现在

A

股市

场有三千左右股票

，

每天平均只有

30-40

个涨停板的

“

好股票

”，

1%

的命

中率

，

比我当年高考时考浙江大学的

录取率还低

，

我考得上浙大

，

但回答不

了这个问题啊

！

其实

，

我回答这样的问题

，

多半

“

胜之不武

，

败之有愧

”。

因为提问者只

是好奇

，

看你猜不猜得中

，

他绝不会

把身家性命压在你推荐的股票上

，

而

一旦你落到了那

99%

的区域

，

徒然增

加了别人的笑料

：

你看看

，

经济学家

炒股还不如我厉害

，

这些害人的

“

砖

家

”

啊

！

摇头晃脑之余

，

仿佛刚刚好就

是我这个

“

砖家

”

妨碍了他成为巴菲

特老爷爷

。

所以

，

慢慢地

，

我学乖了

。

对于这

样的问题

，

我一般总是首先检讨自己

对不起

“

经济学家

”

和

“

资深股民

”

这些

头衔

，

然后抱歉地告诉对方自己的操

作水准非常差

，

所以最近已经金盆洗

手不太做股票了

。

我确实没有说假话

，

因为我的投

资总量里面

，

股票的仓位已经微乎其

微

。

但是我并没有远离股市

。

因为我投

资的是各种被动型指数基金

。

对于我

这样一个不能与时俱进的

A

股投资

人而言

，

20

年前

，

面对几十个股票的

时候已经有点儿力不能逮

，

又如何有

本事在如今数千个股票里面大海捞

针

？

所以

，

面对现实

，

我只能选择被动

型的指数基金

。

这样

，

我的选择面又回

到了几十个

。

如果我的选择能力没有

明显下降的话

，

我还是可以保持当年

的水平

。

如果我居然能够总结

20

多年

的经验教训

，

那么我的选择能力还会

有所提高

。

其实大部分的股民都问错了问

题

，

至少问题的顺序错了

。

由易而难

，

初入股市的投资者首先应该问什么时

候买入或者卖出大盘指数基金

，

这就

是一个择时的问题

；

然后才能逐步过

渡到思考选择什么样的行业

，

买卖行

业性的指数基金

；

最后你炉火纯青之

时

，

才能考虑千里挑一的买卖股票问

题

。

怎么可以一上来首先考虑买卖个

股呢

？

这就好比让七八岁的孩子直接

从博士研究生开读一样

。

但是大部分人不愿意承认这一

点

。

我只能说

：

他们愿意把辛辛苦苦打

工赚来的钱买了赌场入场券

，

那就说

明他们喜欢享受涨涨跌跌的刺激

，

而

不是真的需要理财增值

。

既然这样

，

又

何必像吴敬琏老先生一样诅咒这是一

个赌场呢

？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我想有个家

马虹玫

是什么让我们对房子念念不忘

？

是安全感

，

是老婆

，

是父母

，

是孩子

，

是

成功的价值标准

，

是在深圳安身立命

的证明

，

是享受生活

，

是资产保值增

值

，

是狡兔不止三窟的欲望铺展

。

以上理由都成立

，

也是大多数人

的梦想

。

随着在深圳扎根立足

，

少不了

跟房市纠葛

，

耳闻目睹身边人的房事

悲喜剧

。

一抬头

，

恍然之间

，

靠近深圳

福田区的关外房价已从

1

万出头涨到

了

5

万有余

；

低头一看

，

小区中介铺越

开越多

。

2003

年

，

深圳南山区房价普遍在

每平米

4000-6000

元之间

，

福田区也没

超过

7000

去

，

最贵是罗湖区

，

1990

年

代单价就已过万

。

2002

年我到深圳落

脚第一站在罗湖布心

，

前同事在此按揭

了一套走楼梯小三房

，

无花园

，

周边交

通

、

配套也不方便

，

同事夫妻俩在外企

勤勉工作

，

男主月薪一万刚够月供

，

在

内地住惯了单位花园式宿舍的我

，

一瞬

间还真没反应过来

，

深圳居然有这么破

旧简陋的房屋

？

深刻感觉深圳人民生活

在水深火热中

，

总价百万的房子要供到

猴年马月

？

同事带我四处找寻安顿我的

出租房

，

笋岗罗湖人才市场周边

，

二三

十层的塔楼

，

出了电梯曲里拐弯

，

中介

打开大门

，

我的天哪

，

每个房间包括客

厅都被分割成无数个小单间

，

只剩一条

暗黑窄过道

，

扔满快餐盒

、

烟头

、

烂拖

鞋

，

偶有小单间的人神情麻木缩头伸

脑

，

却对我们视若无睹

。

同事一问租金

，

中介报价两千

，

吓得我俩在中介鄙夷的

眼神中落荒而逃

。

最终还是在她家附近

，

从卖菜婆

那里租得房东两房中的一间

。

卖菜婆

深谙自由市场之精髓

，

常年深入社区

第一线

，

北京朝阳群众讲情怀

，

深圳卖

菜婆讲

“

钱怀

”，

除了打卦看相她们不

会

，

其他能换钱的

，

她们都能弄来

。

我

与房东

“

同呼吸共命运

”

同居大半年

，

她的台湾老公

，

每周末从惠州工厂回

来

，

台湾先生当我透明

，

总喜欢大半夜

坦胸露乳端坐于客厅

，

弄得我出来上

个厕所都栖栖遑遑

。

我们分明是房东

与房客的合同关系

，

偏要承受额外的

心理负担

。

半年左右

，

实在无法忍受

，

遂辗转

搬迁至公司提供的宿舍

，

辞职同事空

出来不带空调最小的那间房

，

每天忍

受着夜晚的溽热以及白天进关上班的

折腾

，

又半年

，

只好辞职走人

。

住宿形

势空前逼人

，

看到网上楼盘广告

，

居然

异想天开想买房

。

摁坏好几个计算器

，

扒拉掏干净身上所有积蓄

，

觅得南山

一偏僻小区

，

从福田上公交摇晃近一

小时

，

下车还要再走

15

分钟寻寻觅觅

一路打听才到地方

，

售楼小姐倒热情

，

不迭声介绍说某某先生也置业此处

，

非常看好这个地段

。

某某先生当年只

算小有名气

，

几年间身价跟随深圳房

价的陡增而倍增

，

成为地产咨询大咖

，

买房前我从未关注过楼市

，

自然也不

关心某某先生买没买房

，

是不是我的

邻居

，

只是被房子的格局吸引

，

或者说

被独立拥有自己的空间

———

这种美好

的愿望所激励

，

恰好首付只需两成

，

并

且两成首付还可在半年内分两次交

清

，

就这样

，

我这楼市菜鸟在来深一年

半后

，

在买房合同上摁下鲜红手印

，

稀

里糊涂成了

“

业主

”。

什么能让一个单

身女孩快速成长

？ “

失恋

？ ”

不

，

不

，

不

，

是买房及其后的一系列工作

，

装修

（

从

装修还可以引申出一本书

），

人生就在

房产证

、

建材发票

、

讨价还价

、

各种图

纸之间

，

厚重踏实起来

。

资深文艺老青年高晓松老师说

，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

，

还有诗和远

方

，

租房住

，

全天下都是你的

，

想住哪

儿住哪儿

，

买房住

，

世界只有一个角落

是你的

，

晓松老师境界高

，

对于他买没

买房

，

我也不是国土局的

，

看不到档

案

。

没有安定作为底气

，

我也不知道能

走到多远的远方

？

自从有了房

，

底气足了

，

同事聚会

参加得少了

，

言语间

“

我回家

”

说得响

亮自豪

！

可不是么

，

这才是自己真正的

家

，

不是分租

，

不是单位宿舍

，

哪怕为

了供楼要勒紧裤腰带

；

哪怕家里的装

修简简单单

，

回到家

，

作为非资深的前

“

文艺女青年

”，

窝在自己的角落里

，

捧

着诗集

，

苟且着

……

（作者系深圳自由撰稿人）

【言为心声】

在我国， 无论是国有

企业还是高等院校，

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

始终走不出历史的窠

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