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波微言】

目前的上市首日 44%

涨跌幅限制需要逐步

改革， 可借鉴成熟市

场的做市商制度。

【警示恒言】

人类的文明史也只是

几千年的历史， 而几

千年以来， 人们的心

性有许多是并没有太

多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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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盛行 文明难彰

余胜良

张扣扣为母复仇

，

让人热血沸腾

，

因为这个案件暗合了流传万千年来的

道德律

，

唤醒了人们埋藏内心深处的

朴素价值观

。

这还让人想起

2016

年

“

刺死辱母

者

”

的于欢

。

于欢在母亲苏银霞和自己

被

11

名催债人侮辱后

，

用水果刀刺伤

了

4

人

，

其中一位自行驾车就医

，

因失

血过多休克死亡

。

于欢被认为是捍卫

母亲尊严

，

也捍卫了自己尊严的孝子

和勇士

。

人类有一套深入内心的价值体

系

，

从社会交往中慢慢形成

，

有人打了

我们

，

条件反射就是要打回去

，

自己损

失了什么

，

别人也要损失才可以

，

所谓

“

以牙还牙

，

以眼还眼

，

一命换一命

”，

这就是原始的公正

。

《

礼记

》

有名言

“

杀父之仇

，

不共戴

天

”，

说明为父母复仇

，

比普通的讨还

更加必要和有正义感

，

其中考虑了父

母的养育之恩这一因素

。

即使是现在

，

寻求原始公正的古

老模式还有不少被保留下来

。

这种评

价体系会影响两个村落的关系

，

广东

省普宁果陇村和距离

6

公里的北山村

有世仇

，

两个村庄不能通婚

，

结怨原因

已无法追溯

，

但双方村民

4

万人却谨

遵祖训很多年

。

两广地区有很多类似

的村子

，

甚至经常发生危及人命的械

斗

。

这种恩怨和复仇方式

，

捆绑了整个

村庄

。

为什么这种直接复仇解决问题的

方式

，

慢慢让位于第三方

？

要依靠政府

机关或法院裁决

？

私力救济为何要让

位给公力救济

？

当然这跟时代有关

。

在早期社会

，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追求公平的方

式

，

非常容易衡量双方得失

，

这也是一

种制衡手段

，

伤害人知道自己会被伤

害

，

就压抑减少伤害他人的行为

。

实际上

，

原始部落人群寿命很

低

，

除了医疗卫生和生活条件

，

互相

打斗和寻仇是很重要的原因

，

一旦被

裹挟进去

，

就很难脱身

，

只能以牺牲

生命为代价

，

为了怕复仇

，

有一个词

叫斩草除根

。

看似公平的行为

，

会带来一系列

不公平

，

比如双方实力悬殊

，

伤害指数

不同

，

互相打击不对等

，

一方无法讨还

公道

，

最后是强者有理

。

日本和西方骑士时代很流行决

斗

，

看似很公平

，

可是对战斗力不行的

一方就很不公

，

只能赴死

，

还不得不被

动迎战

，

否则在评价体系里就会被贬

低

。

后来国家都从法律层面禁止决斗

，

这才是更公正的做法

。

矛盾产生

，

要考虑背景

、

危害程

度

，

每一种都不一样

，

矛盾双方身处其

中

，

各有各的考虑重点

。

比如张扣扣案

远比看上去复杂

，

张扣扣母亲死亡的

原因到底是什么

，

当年的判决是否真

的失当

？

他跨入中年才去复仇

，

是长远

谋划

，

还是因生活一直不如意

？

他故意

杀三个人

，

他母亲是否故意被杀

，

三条

命和一条命是否对等

？

对于被张扣扣

所杀三人的亲属

，

他们的公义何在

？

他

们是否也要开启寻仇模式

？

生活在这

样的恐惧中生活是可怕的

。

如果私自

复仇盛行

，

恐惧将无处不在

。

身处事件中的双方

，

是根据血缘

远近来判断利益关系

，

血亲利益高于

是非曲直

。

专业机构更有能力进行评

估和衡量

，

找到更公正解决方案

。

人们

需要寻找一个更大的公义

，

从丛林社

会的私自解决

，

到进入法律社会寻求

公义

，

就是更加公义的进步

。

在部落时代

，

就有争议矛盾解决

机构

，

不过不发达

，

国家成立后

，

多数

棘手争端处理交给了政府

，

牵涉刑事

案件政府还会强制介入

，

这是国家和

政府提供的服务之一

，

对整个社会而

言

，

脱离丛林社会的规则

，

才更稳定和

健康

。

政府很早就垄断了刑事案件裁判

权

，

乾隆亲自过问的数起血亲复仇案

件中

，

几乎每次都会重申

“

国法既彰

，

私恨已泄

；

仇杀之端

，

断不可开

”。

武侠小说的经典情节是争取武功

第一

、

功名利禄和复仇

，

侠客们一言不

合拔刀相向

，

看起来的确很爽

，

但那些

无辜被杀的人

，

没人顾及到他们的公

义何在

。

原始法则下的公义只能以更

多不公义为代价

。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

，

复仇盛行的区域都不发达

，

属文明的

盐碱地

，

法治文明没有得到相应进步

，

或者是文明返祖

。

� � � � � �（作者系证券时报作者）

取消新股首日涨停板限制是IPO市场化的尝试

朱邦凌

近日

，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第

二十三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表示

：

我们新股上市首日有

44%

的涨停板的

限制

，

没有交易量

，

没有交易量的价格

是虚幻的不准确的价格

。

人为限制导

致价格不合理

，

而且前几天都没有交

易量

，

非常不合理

，

而且限制了交易

。

首日涨停板这个事情要研究

，

我个人

觉得应该取消

。

那么

，

如果取消新股首日涨停板

限制

，

对资本市场和新股次新股板块

有何影响

？

毫无疑问

，

如果取消新股首

日涨跌幅限制

，

将是

IPO

市场化的尝

试

，

有利于打破目前对新股的高度行

政管控

，

也是今年即将成行的科创板

与注册制的制度准备

。

就短期来看

，

取

消新股首日涨停板限制是否预示着新

股次新股的春天来了

，

这个板块会否

一飞冲天

，

来一波凌厉的行情

？

这个问

题需要辩证来看

。

我们先看一下新股首日涨停板限

制的来历

。

2013

年底

，

为配合新一轮

新股发行体制改革

，

抑制新股恶意爆

炒

，

沪深交易所针对新股上市首日股

价涨幅和盘中临时停牌等作出明确规

定

。

按照两市规则

，

新股首日股价最高

涨幅为发行价的

44%

。

这一空前严厉

的新股首日交易制度

，

对抑制新股过

度投机起到了一定作用

。

新股首日交易

44%

涨跌幅限制制

度

，

在抑制炒新的同时也存在弊端

。

绝

大多数新股首日都能上涨

44%

，

并且

经过首日大涨后

，

随后的多个交易日

连续封涨停

。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

，

机

构

、

大户每天开盘前利用

VIP

通道以

大资金挂涨停板排队买新股

，

既破坏

了市场公平又引发新股非理性炒作

。

近年以来出现了多个专门交易次新股

的营业部席位

，

这些席位通过抢筹方

式在新股开板前买入潜伏

，

随后在开

板当日反手卖出

，

并且多数获利不菲

。

IPO

改革最难的就是询价定价环

节

，

这也是市场化改革能否实质推进

的关键一环

。

真实反映市场需求

，

是新

股定价有效的前提

。

市场的真实需求

是

IPO

定价机制的核心

。

新股上市环

节的价格形成机制

，

改革起来相对比

较容易

。

过去

，

我国新股上市首日实行

900%

涨跌幅限制

，

为机构和游资操纵

新股价格提供了便利条件

，

而目前的

44%

限制只是在时间上加长了这一过

程

，

并没有在价格形成机制上做出实

质改变

。

目前的上市首日

44%

涨跌幅限

制需要逐步改革

，

可借鉴成熟市场的

做市商制度

。

以美股为例

，

在新股开

盘前

，

做市商在询价过程中会给出指

导区间

，

该区间会持续收窄

，

表明买

卖双方的心理预期正在趋同

，

最终产

生开盘价

。

这反映了买卖双方的真实

购买需求

，

而不是人为压制和操纵

，

只有这样新股开盘才能形成正确的

上市价格

。

从另一个方面看

，

取消新股首日

交易

44%

涨跌幅限制

，

新股就能大涨

吗

？

恐怕也不是如此简单

。

随着

IPO

常态化的持续进行

，

新股稀缺性降低

，

新股稀缺性溢价将不断走低

。

2019

年

还有一件大事

，

就是科创板与注册制

推出

，

市场预测科创板将于

2019

年上

半年推出

。

新股爆炒的前提主要是稀

缺性

，

随着新股的增多

，

恶炒新股将不

是那么容易

，

况且目前的监管环境也

日趋严厉

，

不会坐视游资对新股板块

进行长时期的恶炒

。

也就是说

，

即使参与新股板块

，

也

要遵循价值投资原则

。

以后

，

新股次新

股将上演分化行情

，

资质平庸

、

行业停

滞

、

依靠外延增长的新股将震荡走低

。

部分依靠粉饰报表闯关

IPO

、

上市即

业绩变脸的新股

，

估值将不断向下修

正

，

很难再有板块性行情

。

市场将回归

“

新股价值投资

”

本真

，

业绩与成长性

将成为衡量新股估值的标尺

。

依靠内

生性增长的新业态

、

新技术

、

新商业模

式优秀新股

，

将以持续的高成长性

、

相

对合理的估值

，

成为牛股的摇篮

。

（作者系资本市场研究人士）

【念念有余】

对整个社会而言，脱

离丛林社会的规则，

才更稳定和健康。

变与不变的幸福

傅子恒

奥地利施特劳斯家族爱乐乐团是

一家专门演奏施特劳斯家族作品的

、

享誉国际的乐团

，

2019

新年伊始

，

为

中国的听众奉上古典音乐的迎春盛

宴

。

节日期间

，

在上海东方音乐厅

，

笔

者有幸聆听了这场盛宴

。

这是个老式

、

经典的欧洲乐团组

合

。

50

人左右的乐团中以中

、

老年人

者居多

，

这是我印象中的欧美乐团较

为普遍的现状

（

当然我经历的

“

样本

”

并不多

，

不一定能代表全貌

），

指挥兼

首席小提琴演奏阿提拉

-

萨伯出生于

1941

年

，

算起来已是

78

岁的老人了

。

从这个团体的成员构成中

，

应该

很容易判断

，

很多人应该是长久工作

在这里的

，

从

20

多岁的青年时期开始

加入

，

一直到五六十岁的中

、

老年时

期

，

包括一些人的体形

、

体态

，

应该是

连运动都少有的

（

运动更多常与变化

相伴

、

相联系

），

工作与人生经历都很

纯粹

；

而单纯的工作

，

正可以将精力投

入到对艺术追求的创造之中

，

成就是

其自然的结果

。

这是一种不变之美

。

相对而言

，

中国人常以

“

××

后

”

论

及年龄

，

以这种方式时刻标识着

、

提示

着年龄

，

如今

“

70

后

”

都认为自己已经

老了

，

在一个成员普遍年轻的团队里

，

超过一定年龄之后依旧

“

混迹

”

于其中

就会显得突兀

，

自己都会觉得有压力

；

而在眼前的这个乐队中

，

中老者的安

祥沉稳

，

却是令外人充满着敬意和向

往的

。

青春如果脱去年龄的外衣

，

就是

一种永恒

。

不变的还有那些被称为

“

名曲

”

的

音乐曲目

。

不朽

《

蓝色多瑙河

》

叩击心扉

的波涛已经存续了

150

年

，《

奥菲欧序

曲

》、《

雷鸣电闪波尔卡

》、《

春之声圆舞

曲

》、《

恒动曲

》

以及

《

狩猎波尔卡

》、《

皇

帝圆舞曲

》

等等

，

也都同样耳熟能详

。

音

乐之抚慰心灵

，

由名曲的传承

，

我常常

想

，

人类的文明史也只是几千年的历

史

，

而几千年以来

，

人们的心性有许多

是并没有太多变化的

，

而且越接近现

代

，

这种不变的心性累积会越明显

，

几

百年前的音乐还能够如此打动我们

，

令

我们如痴如醉

，

受到鼓舞

、

感动而引起

共鸣

，

就是很明确的证明

。

这种不变与

稳定的心性承继

，

带给人们可预知的安

宁

，

是一种

“

不变

”

的幸福

。

回想与记忆流淌

，

每一个曲目引

起我十分具象的

、

不同的情绪体验

。

《

奥菲欧序曲

》

有一段旋律使我想起

80

年代晚期

，

我读高中时候的一段有

关音乐的颓丧情绪的记忆

。《

春之声圆

舞曲

》

使我想起孩童时代的春天

。 《

蓝

色多瑙河

》

荡漾着沁人心脾的不朽波

涛

，

则使我觉得漫步在江中的客轮上

，

宽阔的甲板

，

舒缓的江水流淌

，

微风吹

拂

，

泡一杯茶眺望青山

，

怀想着这美丽

的江山

，

祥和

、

安乐的生活永驻

；

青春

留存于年轻人

，

也留存于老年人

，

一如

这绿波江水流淌

，

荡漾着永恒的幸福

。

这不变是人间的至乐

，

永久的怀

想与向往

。

在西方的古典音乐里

，

从巴赫的

传统对宗教与和谐的敬畏

，

贝多芬对

命运庄严的抗争

，

以及对生命祟高与

至上幸福的追寻

，

上苍是充斥于过去

、

现在与未来的得以永生的全人类的慈

悲主宰

，

她与每一个人同在

，

这与中

国人感时伤怀

、

更多在抒发个人感喟

、

追古抚远中透视上仓

，

有着许多不同

。

西方音乐更多地给人以抗争的力量

，

一种激越之情

，

这是中国音乐常常缺

乏的

。

但在不变与区别中融合

，

在带给

人们不同的精神享受中

，

却也有着同

样的抚慰心灵

、

启迪智慧的功能

。

变革在哪里

？

是对不好的

、

落后的

东西的去除

，

是涤荡贫困

、

落后

、

愚昧

、

狭隘

，

是对文明

、

进步

、

复兴

、

光明的追

求

。

是向上的幸福追求

，

并且期盼幸福

天长地久

，“

稳定的

”

幸福尽可能延绵

流长

。

同样是在

“

变化中

”

追求

“

不变

”。

期盼世界一切安好

。

在

2019

年

初

，

听着施特劳斯家族乐团的演凑

，

抒

发感怀

，

以此存念

。

（作者系证券界专家、经济博士）

“放心店”难得

木木

两个月前

，

一个叫

“

花总丢了金箍

棒

”

的网民

，“

冒了生命危险

”，

揭出了

高星级酒店的卫生问题

。

前几日

，

终于

有上海的监管部门对被点名的

7

家上

海酒店给出了处罚

，“

每家酒店被处以

警告

，

并罚款

2000

元

”。

相对于高星级酒店的价值

，“

警

告

”

和

“

2000

元的罚款

”，

大概连

“

挠痒

痒

”

的级别都不够

。

这种感觉

，

应该是

一种普遍感觉

；

对这种

“

挠痒痒处罚

”，

大家也早就见怪不怪

。

至于这种似打

实护的

“

处罚

”

什么时候能有所改变

，

一时半会

，

估计也没人说得清

。

先说酒店

。

这些星级酒店会因为

惧怕

2000

元的罚款而有所改变吗

？

肯

定不会

。

酒驾

、

醉驾

，

抓到了要去蹲班

房

、

坐牢

，

仍屡查屡有

，

个人尚且能如

此直面处罚

，

一家大酒店又怎么可能

因了

2000

元的处罚而洗心革面

？

除非

重罚

，

抓到一次

，

直接罚到破产

，

那倒

可能会有所改变

，

但在现实环境下

，

根

本不用担心这种情况会出现

。

当然

，

酒店不会因为惧怕处罚而

有所改变

，

并不意味着酒店会明目张

胆鼓励清洁人员

“

糊弄事

”。

在规章制

度层面

，

酒店的要求肯定完备得很

，

尤

其是高星级酒店

。

但制度的落实

，

难度

从来很大

。

一方面

，

成本增加会让酒店

很为难

；

另一方面

，

绝对的落实也极具

难度

，

如果非搞成

“

人盯人

”

不可

，

估计

清洁工马上就都跑光光

———“

此地不

留爷

，

自有留爷处

”。

此外

，

另一个关节

处是

，

酒店的上上下下

，

几乎没有为客

人较真到底的动力

，

既然差不多就能

过得去

，

那又为什么要改变呢

？

再说房客

。

房客会因为不满意

2000

元的处罚结果以及这些高星级

酒店的无所改变而拒绝入住吗

？

怎么

会

？

你肯定想多了

，

不住这里

，

难道还

去住低星级酒店

、

甚至路边儿的招待

所吗

？

住惯了高星级酒店的房客

，

普遍

的心理一定是

———“

总归要更干净

些

”。

在这个思维定式下

，“

无需选

”

和

“

没得选

”

实在是差不多

，

不过说法好

听一些罢了

。

既然

“

没得选

”，

与其疑神

疑鬼地自己折磨自己

，

倒不如睁只眼

闭只眼

、

差不多就行了

，

先落个心里不

难受

。

有这样的房客

，

酒店当然更无改

变的动力

。

然后说酒店的清洁工

。

清洁人员

会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打扫房间吗

？

够

呛

！

要想让清洁工自觉而出色地完成

任务

，

也是有条件的

。

或者清洁工群体

普遍具有

“

主人翁精神

”，

现状会有所

改变

；

但在现实情况下

，

这样的憧憬几

乎没有现实而普遍的意义

。

或者酒店

管理足够严格

，

严格到

“

人盯人

”，

同时

给出的薪水又足够让人难以拒绝

，

这

也能带来改变

；

但现实比较骨感

。

更

为重要的是

，

在社会现有水准下

，

恐

怕绝大多数清洁人员都会有

“

差不

多

”

心理

，

也是

，

打扫自己家都没心

情

，

又怎么会用心打扫

“

别人

”

的

“

临

时宿舍

”

呢

？

还有监管

。

在相关制度没有根本

性进步的情况下

，

监管的动力也天生

不足

。

酒店

、

尤其是高星级酒店

，

对地

方政府而言

，

既是门面

，

也是

“

财神

爷

”，

只要没干出太出格的事情

，

在既

有发展思路下

，

地方政府天生没有重

责的动力

。

尤为重要的是

，

各地监管松

紧度不一

，

也给了商家

“

博弈

”

的勇气

。

当严监管格外吃亏不讨好的时候

，

监

管的松懈就是必然的结果

。

既然方方面面都不太愿意改变

、

不太可能改变

，

2000

元的罚款

，

也就

是一个轻描淡写的句号罢了

———

此事

到此为止

。

房客们以后再四处住店

，

与

其疑神疑鬼

，

搞得自己心里难受

，

倒不

如自备水杯

、

毛巾和床单被罩

，

起码能

够真踏实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缘木求鱼】

在相关制度没有根

本性进步的情况下，

监管的动力也天生

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