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言走笔】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在新农村建设中，应

该重视发挥老年人的

生产骨干作用。

【思想如虹】

指望西方来的机器，

解决不掉中国主妇的

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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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际利率畸高的现金贷应进行穿透式监管

朱邦凌

近期

，

以现金贷

“

来分期

”

支撑业绩

的趣店赴美上市成为关注焦点

。

今年将

登陆美股市场的信而富

、

已经上市成功

的宜人贷

，

都是以现金贷为业绩支撑的

新金融公司

。

据专业咨询公司统计

，

我国现金

贷整体规模约在

6

千亿到

1

万亿元之

间

。

2017

年前

7

个月

，

全国短期消费

贷款新增

1.06

万亿

，

是去年同期的

3

倍

，

也超过去年全年的增长量

，

其中很

大一部分贡献就是现金贷

。

目前

，

现金

贷平台没有确切统计数字

，

很多平台

藏在冰山之下

，

初步估计现金贷平台

至少

2000

家

。

但在现金贷业务火热的背后

，

暗

藏实际利率畸高

、

风控缺失

、

暴力催

收

、

高坏账率

、

信息披露不透明

、

隐形

加杠杆等多重风险

，

甚至产生社会惨

剧等社会问题

，

也存在对年轻消费人

群错误性诱导等合规问题

。

众多资本

罔顾以上种种风险

，

瞄准暂时处于监

管盲区的现金贷进行

“

监管套利

”。

笔

者认为

，

应借鉴对

P2P

和

ICO

监管

的经验

，

抽丝剥茧深入其业务实质和

实际盈利模式

，

对日益演变为暴利

“

高利贷

”

的现金贷进行穿透式监管

。

现金贷指纯线上

、

不限用途的小

额信用贷款业务

，

是目前炙手可热的

消费贷的主要部分

，

实际上它也是

P2P

、

民间借贷的变种

。

我国现金贷快

速增长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爆发式发

展

，

在手机上下载

APP

即可申请

，

贷

款的易得性大大增加了年轻人群的借

款意愿

。

现金贷的最大风险是实际利

率畸高

，

暴利有演变为高利贷的趋势

。

现金贷的

“

高利贷

”

暴利

，

吸引各

路资本抢食

。

商业银行

、

电商巨头

、

消

费金融持牌机构

、

互联网金融公司

、

P2P

、

小贷公司先后进入

，

尤其是上市

公司和互联网公司也跨界分食现金贷

这一诱人蛋糕

。

除实际利率畸高外

，

不少现金贷

平台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

其一

，

风控

缺失

，

坏账率极高

。

目前现金贷平台坏

账率普遍在

20%

以上

。

在坏账率极高

的情况下

，

平台往往通过不合理的高

利率覆盖高坏账率

，

导致平台无视贷

前风控

，

随意放贷

。

其二

，

恶意运营

。

一

些平台就怕借款人不逾期

，

常采取利

滚利计息方式让借款人陷入负债危

机

。

一旦借款人逾期

，

平台将收取高额

罚金

，

同时采取电话

“

轰炸

”

其亲朋好

友或暴力催收等手段

。

其三

，

信息披露

不透明

，

故意诱导借款人

。

大部分平台

以日息

、

月息作为宣传口径

，

而故意隐

瞒较高的年化利率

，

同时对客户隐瞒

管理费等各种变相收费

。

对于现金贷平台的实际高利率

，

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乱象

，

应该如何

监管

？

笔者认为

，

不应认同现金贷平台

辩解的利率不高

、

其他都是管理费的

说辞

。

这种说辞实际是以管理费等各

种名义

，

避开实际的高利率

，

逃避监

管

。

应对现金贷平台进行穿透式监管

，

按照

“

实质重于形式

”

的原则

，

透过现

金贷金融产品的表面形态看清业务实

质

，

根据业务功能和法律属性明确监

管规则

。

按照穿透式监管原则

，

现金贷平

台同样适用民间借贷

24%

和

36%

上限

的法律规定

。

民间借贷实际的年化利

率

，

包括贷款利率

、

服务费等

，

是加在

一起计算得出的

。

现金贷业务不管披

着什么

“

马甲

”，

有多少知名互联网巨

头参与

，

在目前应同样遵守民间借贷

的法律规定

。

但现金贷以短期借款为主

，

目前

的民间借贷利率规定对其来说可能

偏低

。

可借鉴美国发薪日贷款的监管

原则

：

出借人需确保借款人有偿还能

力

、

限制出借人试图发放再贷款或者

再融资的方式给借款人还钱

、

建立监

管报告机制

。

关键的是

，

建议提供低

风险且长期贷款选项

：

利率上限为

28%

且申请费用不得超过

20

美金

，

或

者提供贷款期限不超过

2

年

，

利率不

超过

36%

。

（作者系资本市场研究人士）

新农村建设要重视老人农业

周鹏飞

前几天回到老家

，

只见村子里面

蒿草满地

，

麦秀黍离

，

人烟稀少

，

只有

风吹和鸟鸣

，

稀稀拉拉几块田里种着

庄稼

，

从前的稻畦连天

、

田野流金的场

面再也没有了

！

在村里碰到大舅

，

他卷着裤脚

，

一

身泥巴

，

赤足赶着一头牛走过下雨的

泥地

，

泥浆被他踩得吱吱响

。

七十多岁的人了

，

和大舅妈两人

相依为命

，

无儿无女

，

嫡亲子侄也靠不

上

，

全凭自己种田和买卖耕牛过生活

。

若是放在从前

，

我总会满心劝他少种

点

、

少做点

，

别把身体搞垮了

！

但是现

在我不会了

。

他是这个村子里仅剩的几个老人

之一

，

也是老人中少数依然坚持

“

一日

不作

、

一日不食

”

农业传统的

。

大自然

的风雨寒暑

，

早已经与他为友

，

只要他

出现在田地上

，

就会带给他强健的体

魄

、

良好的胃口

，

而他给脚下这片土

地

，

回报以整洁的田畦

、

丰饶的收获

。

我陪着他走了半天

，

走过他的秧

田

，

走过他的莲花池

，

跟他说了好半天

话

，

夸他东西种得好

，

夸他把田地打理

得顺

。

他笑得开开心心

，

花白的眉毛不

断在眉弓处闪动

。

农村需要他这样的老人

。

有了他

们

，

村庄里才会多一点生气和人情味

。

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

，

从前

总会三天两头嘱咐父母

：

不要种田

，

不

要种田

，

要吃要喝到街上去买

，

安安心

心在家里抹抹牌

，

睡睡觉

，

又轻松又舒

服

，

种那么多田干什么

？

如今回想这种

想法

，

觉得何其幼稚

！

我们太多人一直都对老年农业怀

有深深的偏见

。

把这些坚持在农田里

劳作的老人看做手脚闲不住的人

，

把

他们当做应该被怜悯

、

被照顾的老弱

病残

，

有的儿女甚至以此为耻

，

认为自

己尽孝不够

，

才让父母不肯放弃继续

在田间劳作

。

我们依然不了解农村

，

不懂农业

，

更不明白农民

。

农业需要老年人

。

现在绝大多数

农村

，

农业机械普及

，

需要繁重体力的

生产环节都可以机械化

，

当技术抵消

了体力衰减的难题

，

老年人从事农业

活动再也不是弱势群体了

，

而是实实

在在的生产骨干

。

三农问题首当其冲

就是农业生产问题

，

重视发挥老年人

的骨干作用

，

中国农业在人少地多抛

荒严重的情况下

，

仍能维持住基本的

局面

。

老年人也需要农业

。

农业对老年

人来说

，

不仅仅意味着收入和生活

，

更

意味着自由和尊严

。

在农村

，

老年人普

遍持以

“

自食其力

、

不拖累子女

”

为荣

的道德观

。

尽管年已衰老

，

在老家种

地

，

有农业收入

，

自由自在

，

种多少吃

多少

，

免交公粮和赋税

，

不需要依附在

子女的家庭屋檐下

，

不需要伸手向子

女讨要

，

甚至还将种地收获的新鲜农

产品定期送到城市给子女

，

不仅让家

庭亲情更加浓郁

，

获得子女的敬重

，

还

让他们很有成就感

。

农业也在成就老人

。

在老龄化程

度越来越严重的中国

，

养老已经成为

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

随着人均寿命

普遍提高

，

领取养老金人群的日益庞

大

，

年青一代的税负越来越沉重

。

鼓励

老年人在身体尚可的时候

，

继续进行

劳动

，

除了补贴生活费用

，

还避免枯寂

孤独的生活

，

这是通向未来老龄化社

会的一条明路

。

当前农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

四海多闲田

、

耕种无几人

。

而我们中

国人又是一个骨子里推崇农业的民

族

，

尤其很多城市老人

，

挖掉小区花

园

，

改为种菜

；

条件不够的喜欢在阳台

种菜

，

如果国家在资源流动制度设计

上

，

能够为这样的老人下乡亲自从事

农业提供激励和便利

，

相信农业和农

村的现状会面目一新

，

而且也解决了

我们目前整个社会担忧的老年养老负

担问题

。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

在新农村建

设中

，

应该重视发挥老年人的生产骨

干作用

。

对于年过花甲不服老依然从

事农业劳动的老年人

，

应该广为宣扬

，

扭转大家把老年农业视为苦哈哈穷叽

叽的印象

，

把这样的老人树为当代的

农村人人敬仰的

“

老黄忠

”；

同时放开

门户

，

优先鼓励城市退休老人下乡

，

为

老年农业补充新鲜力量

。

事在人为

。

现在就做起来

，

也许

老后抛弃村庄和祖屋的人就会越来

越少吧

！

（作者系武汉文化学者）

【凌波微言】

现金贷业务火热的背

后， 暗藏实际利率畸

高、风控缺失、暴力催

收、高坏账率、信息披

露不透明、 隐形加杠

杆等多重风险。

主妇与厨余垃圾的搏斗史

马虹玫

今年八月份

，

我沿粤桂黔滇四省

区自驾游

。

沿途经过山川河流

，

景致美

好之处

，

常常看到一句标语

“

绿水青山

也是金山银山

”。

它简单质朴诉求直

白

。

长久以来

，

光是厘清绿水青山和金

山银山的关系

，

我们都花去太多精力

，

并付出昂贵代价

。

从剥取压榨青山绿

水到尊重重构绿水青山

，

中间走过的

路

，

曲折惊悸

。

生活在都市的人们

，

习惯性地觉

得

，

绿水青山离我们太远

。

似乎只有去

遥远的乡野

，

才会与青山绿水发生联

系

。

我们一边抱怨空气质量

，

一边并不

检点自己的行为

。

珍视青山绿水的我

们

，

真的不能为它们做点儿什么吗

？

三四年前

，

深圳市开始大力推进

垃圾分类

。

我所在的社区

，

因为大社区

的缘故

，

被安排成为

“

先行先试

”

片区

。

那一轮推广

，

力度不可谓不大

。

社区

、

街道和物业联合在小区广场

“

搭台唱

戏

”。

社区文艺分子载歌载舞

，

吸引来

往的居民关注垃圾分类

。

发放和张贴

出去的宣传小页

，

将生活垃圾做了多

项分类

。

有位邻居太太是广东人

，

平日

里讲究煲汤养生

，

此次尤其关注餐厨

垃圾的分类

。

她看到指引

，

相当惊诧

“

原来大骨不属于厨余垃圾

”。

由着她

的惊诧

，

我也顺势记下了

，

煲汤剩下的

大骨之类的

，

属于有害垃圾

，

得扔进有

害垃圾那个黑色的桶

。

厨余垃圾确实让人头疼

。

我曾寄

望过一种安装在厨房洗菜盆下的垃圾

处理器

。

它的原理是将饭渣菜叶等碾

碎

，

一并冲进下水道

。

有人说

，

这种舶

来品相当好用

，

省事省力

，

西方家庭早

已普及

。

又有人说

，

这机器运作时

，

噪

音大到让人以为下水道在闹革命

，

乒

乒乓乓打个不停

。

还有人说

，

这机器娇

贵

，

才用不久就彻底罢工

。

西方人的厨

余垃圾跟他们的菜式一样

，

简单朴素

油份少

，

带给垃圾处理器的挑战不大

。

中国菜选材丰富

，

大鱼大肉大油烟

，

像

前文提到的煲汤大棒骨

，

你往下水道

塞一个试试

？

压根就塞不进去

。

再说

，

即便把这些东西一股脑碾碎

，

它们的

最终去向又是哪里

？

是污水管网

？

污水

处理厂

？

大量的油腻混合在污水中

，

会

不会增加污水处理的成本

？

以目前国

内建筑物中的管网构成

，

以及质量标

准看

，

管网本身

，

能不能撑得住这类混

合物施施然流经并顺利通行

，

还是个

问题

。

指望西方来的机器

，

解决不掉中

国主妇的苦恼

。

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人

，

他们的

物资循环利用倒是不错

。

无机肥料还

没被发明出来

，

古代人很善于利用有

机肥

。

我决定借鉴古人经验

，

在家里

“

堆肥

”。

网上的攻略轻描淡写

，

说只要

把厨余垃圾

，

比如果皮

、

菜渣

、

茶叶梗

、

剩饭

、

鱼骨头

、

肉骨头等等

，

将这些东西

放进垃圾桶

，

加盖

，

过几天打开就大功告

成了

。

经过发酵与转换

，

产生肥料变废为

宝

。

我勤勉地

、

执着地

、

一趟一趟地往垃

圾桶里填充厨余垃圾

，

直到某一天

……

直到那天

，

我被一股臭气熏到怀疑人

生

。

永远忘不了

，

当我打开垃圾桶盖子

的时候

，

厨余垃圾早已经发酵成不明物

质在汩汩冒泡

，

上面还蠕动着白色虫子

的躯体

，

密密麻麻地

……

看来

，

厨余垃

圾自产自销这条途径

，

对于我来说

，

太

不切实际

，

我实在过不了自己生理和

心理的关口

。

那一大桶的自制肥料散

发着阵阵恶臭

，

让我连扔都不好意思

去扔

。

消毒水用了一瓶又一瓶

，

还是遮

盖不去那股气味

。

我的厨余垃圾解决方案未能取得

成功

。

我又得老老实实把厨余垃圾放

入垃圾袋

，

左一个右一个袋子套好

，

不

让它们漏水

，

再放入楼下那个绿色的

厨余垃圾专用桶

。

然而

，

每次打开这个

桶

，

里面却充斥着太多的非厨余垃圾

，

乱七八糟的可回收物混迹其中

。

不知道

，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

，

也跟

厨余垃圾进行过一番如火如荼的斗

争

。

我不知道

，

我和厨余垃圾的搏斗还

将进行多久

？

离我家不远处

，

翻过一座

小山

，

就是深圳市一处著名的垃圾填

埋场

，

听说那里还将扩建

，

才能容纳越

来越多的垃圾和废物

。

而每逢南风吹

过

，

那附近的居民都在抱怨

———

垃圾

场的味道有害身心

，

还让他们的房产

贬值

。

（作者系深圳自由撰稿人）

爱因斯坦的幸福观

木木

1922

年

，

爱因斯坦赴日访问期间

，

曾经给来送信的日本邮递员一个别样

的

“

小费

”———

两张手写的便条

，

并很

自信地说

，“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

这些

纸的价值将远远超出普通小费

。 ”

爱因斯坦的预言一向很准

。

前几

天

，

据媒体报道

，

这两张便条以

180

万

美元的拍卖价格成交了

。

这笔

“

小费

”

虽然来得有点儿晚

，

但应该足以让那

位邮递员的家人满意了

。

以今天的眼光看

，

这两张便条的手

写内容

，

颇有些

“

鸡汤

”

的味道

，

一张上

面写着

“

安静而有节制的生活

，

能比始

终在不安困扰下追求成功

，

带来更多的

喜悦

”———

这张卖出了

156

万美元

，

另

一张上面写着

“

有志者事竟成

”———

这

张卖出了

24

万美元

。

对这两张便条的内容

———

尤其是第

一张的

，

估计没什么人会公开站出来反

驳

，

但私底下表示不同意见或者暗暗腹

诽一番的不少

。

毕竟

，

说这话的是大名

鼎鼎的诺贝尔奖得主爱因斯坦

。

也是

，

在世俗的认知里

，

只有得到了

，

才有舍

弃的资格

，

连得到都没得到

，

甚至连远

远地望上一眼的机会都没有

，

两手空

空

，

又能拿什么来舍弃呢

？

人

，

就是这样

，

或者说

，

俗人们就

是这样

，

毕竟

，

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

，

能像颜回那样

“

一箪食

,

一瓢饮

,

居陋

巷

,

而不改其乐

”

的人

，

实在是少之又

少

，

绝大多数都是俗而又俗之辈

。

不过

话又说回来

，

如果都像颜夫子那样

，

对

物质生活没什么大追求

，

这物质的世

界恐怕还真是另外一个模样了

，

而那

样的世界能否让现实的俗人们满意

，

还真不太好说

。

因此

，

爱因斯坦的幸福观值得尊

重

，

俗人们的幸福观当然也用不着自

鄙或者被鄙视

；

要不是一群群

、

一伙伙

的俗人

，

总爱一部追一部地换手机

，

华

为们估计也不会壮大得这么快

。

由此

可见

，

俗人们对自认的真幸福的不懈

追求

，

作用于物质世界的力量从来都

大得很

，

在这种力量面前

，

许多时候

，

各种人为的干预实在无力得很

。

现在

，

据观察

、

据推测

、

据议论

，

俗

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都更直白

、

更大

胆

、

也更上层次了

。

在这种世俗的要求

、

世俗的认知面前

，

爱因斯坦的幸福观恐

怕就会很没说服力

。

比如啊

，

你非说茅

台酒不好喝

，

味道简直如醉酒者的呕吐

物一般让人恶心

，

大约就不会有什么说

服力

，

没准儿还会被人嘲笑没喝过真茅

台酒

，

亦没准儿要被人讥讽

“

吃不起葡

萄说葡萄酸

”

了

。

有资格说茅台酒不好

喝

，

说出来又能让闻者信服的

，

非能经

常喝到真茅台酒者不行

；

不过

，

在真正

的茅台酒面前

，

现在

，

能像爱因斯坦那

样坦率的估计也真不多

。

当年元稹曾经吟唱过

“

曾经沧海

难为水

，

除却巫山不是云

”。

这绝不是

矫情

，

没见过沧海的无涯无际

，

没见识

过巫山云雨的缭绕

、

缠绵

，

当然就没资

格像元稹这样说话

。

差不多的意思

，

更

早了好多年的

“

庄先生

”

也教训过

：

夏

虫不可语冰

，

井蛙不可语汪洋

。

这话一

点儿错也没有

，

不听

，

非拉住人家不放

使劲讲不可

，

显然就有点儿成心了

。

就此而言

，

中国的许多古人还真

是坦荡

、

坦率得特别可爱

。 “

庄先生

”

就

接着说过

，

现在你见识了大海

，

也知道

了自己的浅陋

，

我可以与你谈论一些

大道理了

。

你看

，

要想真正透彻地了解

爱因斯坦的幸福观

，

恐怕光依靠单纯

的说教没用

，

只能先让俗人们都一个

个地幸福起来

，

或许才能在

“

形而上

”

跟他们讨论讨论

“

幸福

”

的本质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缘木求鱼】

要想真正透彻地了解

爱因斯坦的幸福观，

恐怕光依靠单纯的说

教没用， 只能先让俗

人们都幸福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