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言为心声】

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

改革充分照顾到企业

员工的利益， 与上个

世纪 90 年代国有企

业股份制改革相比，

是巨大的进步。

【缘木求鱼】

商人赚钱赚够了，开

始有一些精神上的追

求， 思考一下人生的

终极问题， 以摆脱

“本能” 的宿命性束

缚，终归是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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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德政” 应缓行

沈凌

最近有媒体报道

：

杭州市政府正

式确定在上城和江干两个区对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先行试点

，

并认为这是一

个

“

民生工程

”，

为此还要动用公共财

政

，

补贴每部电梯

20

万

。

而这样的政

策动议在不少地方都有

，

比如上海也

讨论过很多次

，

也有不少先行试点的

政策

。

但是这个政策存在很大的争议

，

因为它涉及到了利益冲突的不同人

群

，

把财富在不同人群之间任意地再

分配了

；

同时也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

，

非常容易造成政策套利行为

，

留下了

腐败的空间

。

政策的出发点当然是好意

，

主要

是为了解决住在高楼层的老人没有电

梯上下楼梯不方便的问题

，

比如杭州

目前

60

岁以上老人就有

20%

以上

，

这

些人有一部分住在没有电梯的旧房子

里面

，

所以

，

财政补贴加装电梯是有利

于老百姓的

“

民生工程

”。

但是政府没有意识到

，

这样的

“

好

意

”

是有偏的

，

因为老旧小区没有电梯

是从建成之日就被所有业主都知晓的

公开信息

，

而没有电梯的高层住宅

，

由

于不利于住户上下

，

其价格也远低于

低楼层的住宅

。

比如这些多层住宅出

售的时候六楼的价格往往是三楼的

80%~90%

，

一套房子

300

万的话

，

这个

差价就有至少

30

万

。

这说明

：

市场价

格已经对不同楼层的住宅给出了合理

的补偿

。

换句话讲

，

现在住在高层的老

人虽然不方便

，

但是过去他们已经通

过低价格得到了补偿

，

现在再动用公

共财政补贴他们加装电梯

，

实际上就

是对原来用高价格买中低楼层的老人

的不公待遇

。

更何况

，

如果老人觉得住在高层

不方便

，

完全可以置换到低楼层住宅

去

，

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继续住在高

楼层

，

为什么他们过去得了便宜

，

现在

就要全体市民去补贴他呢

？

加装电梯的本质是改变了不同楼

层住宅的相对价格

，

因为带电梯的高

层公寓

，

每高一层楼

，

单价往往会提高

数百元不等

，

一套公寓也就相差数万

元

。

而这样动用公共财政补贴电梯的

最后结果实际上是把私人财富从低楼

层的住户手中转移到高楼层住户手

中

，

既不合理

，

也不公平

。

而且会形成

套利行为

（

一旦这个政策实施

，

那么会

有人现在就去买入廉价的高楼层住

宅

，

加装电梯以后再高价出售

），

这样

对市场行为造成了人为扭曲

，

也为行

政行为留下了寻租和腐败的空间

。

如果政府真的觉得有必要改善老

人的居住状况

，

也应该直接补贴所有

的老人

，

而不是补贴所有住在高楼层

的住户

，

而让低楼层住户损失家庭财

产

。

而且对老人的补贴也应该一视同

仁

，

而不是只补贴住在高楼层的老人

，

不补贴住在低楼层的老人

。

因为高楼

层的老人或许有上下楼不方便的问

题

，

但是低楼层的老人也有阳光少的

不舒适问题

，

难道我们应该让居住在

低楼层的老人全部搬到带电梯的高楼

层去吗

？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旧瓶装新酒

乔新生

对于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

，

争议较多

。

有人认为

，

中国联通所有制

改革没有坚持国有控股的基本原则

，

反而在改革过程中

，

通过职工持股方

式将国有企业变成了国有企业职工的

企业

，

这是一种明显的倒退

。

这项改革

不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

，

不利于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

也有人认为

，

中国

联通对员工持股定价仅仅为停牌前股

票价格的一半

，

但是

，

这样的价格仍然

高于每股净资产

，

因此

，

这项员工激励

机制改革方案是可行的

。

相比较过去

实行的

“

管理层收购

”，

这是一个巨大

的进步

。

笔者认为

，

中国联通混合所有

制改革实现了同股同权

，

而且改革充

分照顾到企业员工的利益

，

与上个世

纪

90

年代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相比

，

是巨大的进步

，

而不是旧瓶装新酒

。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国有企

业

，

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国有企

业改革方案

。

中国联通之所以成为中

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领头羊

，

是因为

中国联通在经营过程中遇到了困难

。

随着语音服务

、

数据服务收入不断下

降

，

中国联通在中国基础通信产业领

域处境越来越困难

，

将中国联通与中

国电信

、

中国移动合并

，

当然可以解决

中国联通面临的问题

。

但是

，

如果把中

国联通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试验田

，

引入战略投资者

，

吸引民间资本

，

增加

职工持有股份比例

，

那么

，

可以为中国

联通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

中国联通在改革过程中可以有

多种选择

。

中央之所以选择当前这种

改革模式

，

一方面是通过混合所有制

改革

，

为民间投资者提供参与国有企

业改革的机会

，

通过改变国有企业股

权结构

，

提高国有企业治理能力和市

场竞争能力

，

另一方面通过探索混合

所有制改革路径

，

为中国其他国有企

业改革积累经验

，

从而使中国国有企

业以及国有企业积累的庞大资产能

更好地发挥作用

。

如果中国联通实行

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后

，

企业内部出现

非常明显的矛盾

，

战略投资者战略决

策与国家战略决策发生分歧

，

那么

，

可以通过股权回购等方式

，

让中国联

通重新成为传统国有企业

。

总而言

之

，

中国联通作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

所有制改革先行者

，

有可能会成功

，

也有可能会彻底失败

。

但不管成功还

是失败

，

都会给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带

来有益的经验

。

中国联通改革的确有许多值得进

一步澄清的地方

。

虽然中国联通按照

信息披露制度发布系列公告

，

在一定

程度上回答了公众疑问

。

但是从整体

而言

，

中国联通改革还有待时间检验

。

中国联通股份制改革不是通过挂牌竞

价收购

，

没有遵从现行证券交易规则

，

这本身说明中国联通改革的迫切性

。

改革之后市场的反应并不能说明改革

是否取得成功

，

而只能说明投资者对

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

充满憧憬

。

中国联通恢复挂牌之后股

票价格迅速上涨

，

不排除一些投资者

搭便车

，

他们看到战略投资者加盟让

中国联通

“

财大气粗

”，

在未来市场竞

争中有可能会把握先机

。

这是一种投

资未来的表现

，

但并不能说明投资者

都是长期投资者或者价值投资者

。

中

国联通改革之后

，

如何进行战略决策

，

治理结构调整之后

，

如何在中国基础

通信产业领域竞争中脱颖而出

，

所有

这些都值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

笔者之所以强调国有企业改革必

须走民主决策的道路

，

是因为国有企业

本质上属于全民企业

，

其改革牵涉每一

个公民切身利益

，

因此

，

不能暗箱操作

，

更不能通过协议方式实现股权转让

。

此

次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之所以大

刀阔斧

，

对中国联通核心资产和经营业

务进行改革

，

并且彻底摒弃了国家绝对

持股的方案

，

可能是为了增加中国联通

股份制改革的吸引力

。

但是

，

这样的改

革的确存在市场风险

。

但不管怎样

，

中国政府有足够能力

维护中国通信安全

，

有足够能力保护中

国国有资产

。

如果外国资本通过间接方

式进入中国传统产业领域

，

试图对中国

通信市场施加影响力

，

那么

，

中国政府

一定会通过修改规则

，

确保国家利益不

受损害

。

对中国联通股份所有制改革过

渡揣测完全没有必要

，

这场改革牵涉到

普通公众利益

，

因此

，

他们有权利表达

自己的意见

。

至于改革成效如何

，

让我

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庙堂江湖】

如果政府真的觉得有

必要改善老人的居住

状况， 也应该直接补

贴所有的老人。

商人的精神追求要肯定

木木

在中国的历史上

，

商人的形象好

像一直不太正面

。

于士大夫们看来

，“

商人重利轻别

离

”，

个个都是无情无义之辈

，

显然不

可靠

；

尤为重要的是

，

一个连自己的家

庭都搞不掂

、

顺不平的人

，

就更别提能

有什么其他更大的作为了

。

于老百姓

而言

，

商人的形象仍旧没什么起色

，

几

乎也都是钻营私利

、

损人利己甚至乘

人之危的丑角色

，

于是被戴上一顶

“

无

商不奸

”

的帽子也就毫不奇怪

。

这样的形象

，

入正史当然就很难

，

偶有几个比较正面一些的

，

留下的也

是只言片语

，

鸿爪雪泥

，

风一吹

，

雨一

打

，

往往也就痕迹难寻

。

这样千百年的

坚持下来

，

后继之人往往就有了思维

范式

，

商人入史难

、

留名难

，

几乎没有

存在感

，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

对此

，

甚至连商人自己也认了命

。

时至今日

，

好像是换了人间

，

主

要标志就是

，

商人们的地位似乎大大

地提高了

，

而地位大大提高的主要标

志就是

，

商人们也能站上讲台

，

四处

开讲了

。

但开讲易

，

入耳难

，

积习从来

难改

，

要想让

“

槛内人

”

抱了平等心听

进去

，

一时半会儿还不是件容易事

；

或许随便讲讲还没事

，

一旦想认真地

讲

，

还讲的是艰深的哲学问题

，

没准

儿就要惹来一团怒气

，

仿佛动了人家

的禁脔

。

前段时间

，

马云在一个论坛上略

微谈了谈

“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需要

重新定义

，

市场经济不一定就比计划

经济更好

”

的问题

，

而刘强东呢

，

更厉

害

，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很肯定地说

，

共

产主义并非遥不可及

，

很可能

“

在我们

这一代就可以实现

”。

由此

，

二人都得

了一个新外号

，

分别曰

“

马计划

”、“

刘

共产

”。

二人谈论的都是很高深的哲学问

题

，

不过谈论的角度很新颖

，

都是从技

术角度出发

，

共享了一下自己的思考

。

其实

，

在一个公开的场合

，

开诚布公地

谈论谈论自己对一个形而上问题的思

考

，

在今天这个时代

，

大约应该算得上

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吧

；

尤其是两个埋

在钱堆儿里的商人

，

居然肯静下心来

思考一下艰深的哲学问题

，

并能坦诚

地把自己的认识跟大家分享

，

好像无

论如何都应该鼓励才是

。

但现在人家

一张嘴

，

许多人就马上有了激烈的反

应

，

甚至有炸窝之势

，

反而就有点儿不

正常

，

仿佛野蛮人要进城一般

。

也是

，“

野蛮人

”

一谈文化

，“

文化

人

”

大多马上就会不舒服

。

其实

，

大可

不必

。

商人赚钱赚够了

，

衣食无忧了

，

开

始有一些精神上的追求

，

思考一下人

生的终极问题

，

以摆脱

“

本能

”

的宿命

性束缚

，

终归是好事情

，

这总比整日花

天酒地

、

或者摆弄

“

庞氏迷魂阵

”、

甚至

满世界买大房子要有意义

、

值得肯定

得多

。

在现实生活中

，

这种有精神追求

的

“

野蛮人

”

其实已经很不少了

，

只不

过有些文化人往往故意忽视罢了

。

不过

，

你忽视不忽视

，

原本也无所

谓

，

但你不能挟了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硬堵人家的嘴

，

不让人家说话

，

这就不

对

；

如果文化人总干野蛮事儿

，

那么

“

野蛮人

”

文化地回击起来

，

你往往就

很难招架得住

，

不服气

，

偏要死命地招

架

，

没准儿人家的回击就更凌厉

，

你露

出的破绽就越多

，

闹到最后

，

很可能就

斯文扫地

，

下不了台

。

文化人容易有这样毛病

，

即总是

自觉不自觉地认为真理牢牢在握

，

而

容不得一点儿不同的声音

。

这很不好

。

对企业家学习哲学

、

思考哲学问题

、

交

流心得体会

，

整天躲在上层建筑里

“

用

功

”

的文化人

，

最好还是持开放心态的

好

，

不同意人家的观点没关系

，

大可以

辩一辩

，

这样

，

起码于自己的学问有

利

，

于自己最终的尊严就也有助益

。

据说

，

华为新员工入职仪式上

，

任

正非总要惯例性地号召员工利用业余

时间多学一点儿哲学

，

尤其那些有志

于管理岗位的

、

愿意承担更多责任的

员工

，

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

华为

能发展到今天

，

或许

，

任正非布置的这

个

“

作业

”，

多多少少还是发挥了一点

儿作用吧

。

有精神追求了

，

哲学学好了

，

人就

不太容易迷失

。

从这个意义讲

，

商人们

开始了精神上的追求

，

开始谈一些哲

学问题

，

终归是件好事

。

或许

，

这样一

路坚持下去

，

其历史地位

，

才有真正改

变的可能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保温杯里可敬的情怀与可怕的老成

李宇嘉

人人一个手持终端的互联网时

代

，

从不缺乏戳中泪点和痛点的话题

。

特别是

，

经济高速增长后的艰难转型

期

，

微观社会遇到种种不适

、

恐慌和害

怕

，

相关话题往往会撩起广泛的共鸣

，

有认同者

，

有自嘲

、

群嘲者

，

也有吐槽

者

。

这不

，

一个很普通的

、

用来喝水的

保温杯突然

“

火

”

了

，

缘由不用再赘述

，

80

年代末

、

90

年代初

，

那个演奏了让

无数人热血沸腾的

《

无地自容

》

的黑豹

乐队

，

其鼓手赵明义近日手持泡枸杞

的保温杯

，

引发了

“

铁一样的男人也会

老

”

的感慨和共鸣

。

很快

，

保温杯话题演绎到

“

中年危

机

”、“

中产危机

”

上

。

这个经久不衰的

话题

，

借着保温杯的

“

东风

”

又了刷一

次屏

。

各路媒体还在继续发酵

，

比如

“

一入中年百事哀

，

中年之后更无奈

”，

现在赚钱的

IP

都打

“

青春牌

”，

这个世

界是不是看不起中年人了

？

生活被今

天的苟且和未来的苟且充斥

，

整天为

KPI

打拼的

“

加班狗

”，

还有奋发的朝

气吗

？

正在拾级而上

，

事业

、

健康

、

婚姻

上正爬坡过卡的中年们

，

有此共鸣是

减压的随意呐喊

，

还是真的为了是非

曲直鸣不平

？

一个保温杯引发的舆论案子

，

主

流媒体也被惊动了

，

大有思想上要拨

乱反正之意

。

笔者看来

，

大可不必如

此

。

望眼全球

，

自古以来在勤劳

（

甚至

是拼了命一样的勤劳

）

能赶得上中国

的

，

就没有几个国家

。

更何况

，

我们现

在正处于高速增长后艰苦卓绝的转型

期

，

牢骚一下现在的压力和困苦

，

以及

被

“

年龄

”

这条恶狗的追赶下

，

为未来

竞争的优势担忧

、

彷徨

，

这没什么大不

了

。

过去也有

，

只不过过去没有互联

网

，

且互联网上可以不实事求是地

、

夸

张地宣泄

。

对

30

多岁的

“

80

后

”

呼喊中年危

机

，

不要夸大他们的压力

。

比如

，

很多

人认为

80

后是最惨的一代

，

上学经历

大学扩招

，

进入社会经历就业压力和

高房价

，

中年后经历计划生育政策下

的

“

421

”

家庭

，

典型的

“

上有老

、

下有

小

”。

自己老了以后

，

经历老龄社会下

的空帐危机

。

当然

，

也不能夸大他们的

傲娇与不作为

，

比如

80

后中意的

RAP

，

怎能比得上赵明义血性的

《

无

地自容

》（

赵明义或为了事业第二春而

喝枸杞

）；

WIFI

造就的一代

“

低头族

”，

怎么有奋斗的激情

？

就国人而言

，

没有哪一代人的中

年是容易的

，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

的宿命

、

委屈

、

挣扎

、

奋斗

，

没什么可抱

怨的

。

每一代人

，

有选择奋斗和拼搏

的

，

也有选择安逸和清淡的

。

当然

，

每

一代人也有每一代人的机遇

。

互联网

风靡的今天

，

80

后无疑是弄潮儿

，

比

如滴滴

、

大疆无人机

、

光启

、

汉鼎

、

饿了

么等

，

都是

80

后创建的知名科技和互

联网企业

。

只要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

不变

，

基于示范效应和经济利益激励

，

由个体内心激发出的

“

生命不息

，

折腾

不止

”

式的奋斗就不会停

。

疾驰的工业文明

，

如火如荼的城

市化

，

二者带来的是激烈的竞争

。

互联

网与一切

“

加起来

”，

其带来的示范效

应

，

则将这种竞争置于更白热化的境

地

，

也有意或无意放大了竞争的惨烈

程度或后果

。

比如

，

35

岁的招聘或跳

槽

“

门槛

”，

再比如前一阶段传得沸沸

扬扬的华为清洗

40

岁以下员工等

，

事

实上这些都不是事实

。

但信号不断被

传

，

就成了信念

，

即你得随时保持奋斗

的锐气

，

不断地向上攀爬

，

否则可能随

时失去竞争优势

，

或在社会标榜的阶

层流动中掉队

。

互联网取代传统媒体

，

好处是更

接地气

，

保温杯与中产危机

，

折射出当

代中年人

（

甚至年轻人

）

工作和生存的

状态

：

日益功利化

。

上个世纪八十年

代

，

那是个诗意当道

，

人才辈出的年

代

，

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而追求知识

、

追求真理的人很多

。

现在

，

大学生选

专业看就业好坏

；

很多人读书

，

要看有

没有用

（

考试或考证

）；

多数时间忙于

赚钱

、

买房

，

甚至套上阶层或圈子攀比

的枷锁

。

如此

，

怎么可能不会中年老

成

，

甚至少年老成

？

所以

，

我们也要检

讨一下大环境

。

（作者供职于深圳市房地产研究

中心）

【环宇杂谈】

保温杯与中产危机，

折射出当代中年人

（甚至年轻人） 工作

和生存的状态： 日益

功利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