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锦心绣口】

不仅询价机构， 普通

散户同样有风险意

识， 不会对新股盲目

出价， 即便出价有失

准头、也可自负其责。

� � �【想入非非】

常平仓以及青苗法思

想，在 1938 年正式纳

入《1938 年美国农业

调整法》， 至今仍然

在发挥着作用。

“抢人才”的乱象

李宇嘉

近期

，

笔者到内地某三四线城市

调研楼市

。

在座谈交流时

，

一位开发商

的朋友大倒苦水

，

他和爱人是本市

“

XX

计划

”

在

2018

年引进的人才

。

这

个

“

XX

计划

”

挺诱人的

，

对新引进的

硕士研究生

，

按照该计划可享受

3

年

的租房补贴

，

补贴金额为

2400

元

/

年

，

购房补贴为一次性发放

8

万元

。

就是

冲着这个诱人的补贴

，

这位朋友和他

女友才大老远从四川来到这个城市

。

甫一进入城市

，

自然选择租房

。

1

年过后

，

他俩结婚并打算买房

。

去申领

这

8

万的购房补贴时

，

主管部门表态

，

他们已经享受了租房补贴

，

不能再享

受购房补贴了

。

这位朋友顿时就懵了

，

当时说得好好的

，

怎么就变了呢

？

有可

能是

，

这位朋友对人才政策掌握有偏

差

，

但笔者更相信的是

，

这个城市的人

才政策出尔反尔

。

据悉

，

后来

8

万元补

贴由一次性发放改为

3

年到位

。

笔者想起另一码事

。

前几年

，

西部

某大学为通过教学评估

，

须引入

N

名

博士

。

条件很优厚

，

分一套商品房

，

安

排配偶工作

。

广州某高校毕业的博士

Z

，

兴冲冲地回去了

，

他是笔者的同

学

，

老家就在中西部这个城市

。

后来

，

他告诉我

，

太坑人了

。

对方说

，

确实答

应分房子

，

但没说马上给啊

，

得排队

，

啥时排到不好说

；

确实给配偶解决工

作

，

但只是图书馆后勤

，

月薪

900

元

。

当然

，

不排除大环境的问题

，

但也

绝非城市政府没诚意

，

实在是囊中羞

涩

，

但又不得不

“

充胖子

”。“

抢人才

”

已

经成为一种趋势

，

已上升为衡量政府

是不是致力于转型

，

城市是否有吸引

力的手段了

。

如果所有城市加入

“

抢人

才

”

大战

，

城市间竞争激烈

，

引人条件

就越来越优越了

，

你发钱

，

我也发钱

，

你给房

，

我也给房

。

问题是

，

不是每个

城市都能消费得起

。

深圳

、

杭州抢人

，

不管本硕博

，

一

来了就发人才补贴或租房补贴

，

买房

可以打折

。

但对于多数三四线城市

，

根

本消费不起硕士

、

博士等高学历人才

，

但又不得不加入这场竞争中

。

人社

、

组

织部门

、

住建部门

（

建人才房

），

当地学

校和医院

、

龙头企业

，

都要去

“

抢人

才

”，

或为

“

抢人才

”

做贡献

。

当人才待

遇不断被拔高时

，

这些地方的财政实

力根本承受不起

，

就出现了上述案例

。

而且

，

我越来越感觉到

，

这些城市

对太高学历的人需求并不大

，

需要的

更多是职业技术类的人

、

中小学老师

、

基层医务护理人员

、

种植养殖类的人

、

懂电商营销的人

。

甚至可以说

，

需要的

是愿意扎根基层的一般学历人才

。

即

便是当地的师范类一般本科学校

，

培

养的应该是服务县乡镇义务教育类人

才

、

中心镇医院的医生和护士

，

因此对

高学历的教师需求并不大

。

相反

，

太高学历的人

，

基于专业特

性和过往履历

，

不太可能在三四线城

市扎根

。

某西部三线城市的师范院校

，

2017

年曾经发布公告

，“

引入博士

，

赠

送房子

”。

由于没有约束机制

，

很多慕

名而来的博士

，

都是为了套利

，

拿到房

子就马上走人

。

尽管这是政策设计上

的漏洞造成的

，

但我们不得不深思

，

相

对落后的地方

，

内地三四线城市等

，

到

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

近些年

，

各媒体一味报道某某城市

发布

“

引才

”

政策

，

却很少有媒体报道

，

引来了多少人才

，

留住了多少人才

。

当

大家

“

抢人

”

的手段单一

，“

留人机制

”

不

到位时

，

即便是二线城市

，

也不一定抢

到真正的人才

。

其实

，

中西部省会城市

抢人力度不可谓不大

，

但效果不见得

好

，

有的内地

985

高校

，

本省就业率不

足

30%

。

契合本地的实际需要

，

就是人

才

，

而不是唯学历论

。

之所以很多地方

管理部门不得不唯学历论

，

在于根本不

知道

，

本地需要什么人

。

（作者系房地产资深研究人士）

新股发行不妨尝试竞价方式

熊锦秋

今年以来科创板

、

创业板发行市

盈率在

23

倍以下的案例明显增加

，

大部分

IPO

定价都给二级市场留下

了获利空间

，

打新依然稳赚不赔

，

而

发行人募资多数不及预期

。

笔者认

为

，

注册制下股票发行定价机制仍有

待改革完善

。

此前上纬新材以每股

2.49

元的

发行价完成

“

擦地发行

”，

在初步询价

报价阶段

，

99.3%

的配售对象精准地给

出了

2.49

元的报价

，

有人怀疑投资者

“

协商报价

”。

但直到目前

，

询价机构仍

未彻底摆脱

“

协商报价

”

嫌疑

，

比如最

近某科创板股票询价

，

400

多家询价

机构几乎都是直到报价系统关闭前最

后几分钟才出价

，

且近七成机构报价

连小数点后两位都一样

。

截至

4

月

20

日

，

今年科创板已有

51

只新股完成发行

，

其中有

38

只新

股发行市盈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

创

业板今年以来已有

54

只新股完成发

行

，

只有

5

只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

均水平

。

随着新股源源不断上市

，

加上

询价机构回避风险的需求

，

新股发行

市盈率走低

，

部分确实是市场调节的

结果

，

然而对于有些新股上市后就暴

涨

10

倍

，

很难让人相信询价机构在一

级市场准确发现了新股内在价值

，

注

册制下新股市场化发行沦为空谈

。

事实上

，

目前科创板

、

创业板新股

发行的大头都由询价机构包圆

。

比如

在科创板

，

若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低于

4

亿股

，

网下初始发行比例不低于公

开发行量的

70%

，

若网上投资者有效

申购倍数超过

100

倍

、

网下向网上回

拨

10%

，

也即至少有

60%

的公开发行

量被询价机构截留

。

创业板大致相同

，

只是上述回拨比例提高到

20%

，

但至

少

50%

以上新股被询价机构所截留

。

针对询价机构协商报价嫌疑

，

此

前交易所

、

科创板自律委

、

中国证券业

协会齐齐发声

，

呼吁买方机构应遵循

独立

、

客观

、

诚信的原则规范参与新股

报价

，

不打听其他机构报价信息

。

不

过

，

由于几百家询价机构圈子过小

，

主

要包括证券公司

、

基金管理公司

、

信托

公司

、

财务公司

、

保险公司

、

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及符合一定条件的私募基

金管理人

，

询价机构相互交流报价信

息

、

协商报价很容易做到

，

而监管部门

要查证落实协商报价却比较困难

。

可以说

，

目前新股以询价发行为

主的发行机制必须有所改变

，

为此不

妨尝试

“

竞价发行

”

方式

。《

新三板股票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与承销

管理细则

》

明确了新股竞价发行机制

，

竞价发行与询价发行总体办法大致相

似

，

但两者一个最大区别

，

就是竞价发

行中参与申购新股投资者具有相当广

泛性

，

除了发行人及其股东

、

实控人

、

董监高和其他员工等利益关联人之

外

，

都可参与新股申购

；

竞价发行不再

区分网上和网下

，

所有投资者都在一

个槽里吃食

，

新股发行不再只是询价

机构的盛宴

。

科创板

、

创业板新股发行完全可

引入竞价发行机制

。

理由如下

：

首先

，

中小投资者有新股定价能

力

。

不仅询价机构

，

普通散户同样有风

险意识

，

不会对新股盲目出价

，

即便出

价有失准头

、

也可自负其责

。

如果认为

所有投资者都参与竞价发行的改革风

险太大

，

也可对新股发行实行投资者

适当性制度

，

比如规定股票投资经历

在

5

年以上投资者方可参与竞价发行

。

其次

，

砍掉询价机构独食有利于

市场公平

。

现在询价发行让一二级市

场出现制度性差价

，

其中利益多半被

询价机构赚走

，

且在网下发行中

，

公募

产品

、

社保基金

、

养老金

、

企业年金基

金

、

保险资金又可享受特殊待遇

，

而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也参照享受待遇

；

社保基金等享受特殊待遇尚可理解

，

但境外投资者也享受超国民待遇

，

其

中公平性存疑

。

其三

，

竞价发行形成的价格更趋

于市场价格

。

新股竞价发行

，

绝大多数

投资者都有资格参与竞价发行

，

一级

市场所产生的价格

、

当然更接近二级

市场价格

，

发行价格更为公道

，

对发行

人也更为公平

，

募集更多的资金可用

于企业经营

。

（作者系资本市场研究人士）

【环宇杂谈】

各媒体一味报道某某

城市发布 “引才” 政

策， 却很少有媒体报

道，引来了多少人才，

留住了多少人才。

王安石与美国农业部立法

蔡非

北宋宰相王安石的青苗法又被称

为

“

常平新法

”。

因为这项政策并非凭

空发明

，

而是建立在历史悠久的

“

常平

仓

”

基础之上的创新

。

“

常平仓

”

本身很简单

，

古代官府

在丰年购入粮食

，

以免谷贱伤农

。

到荒

年则卖出粮食以稳定粮价

。

从西汉时

期开始

，

常平仓制度在中国断续实行

了

2000

年

。

而到王安石手中

，“

常平仓

”

制度进

化成为一种农业贷款

，

即以常平仓里的

粮食为本钱

，

在青黄不接时约定利息借

贷给农民

。

在收获后

，

农民可根据当时

的粮价选择以谷物或现金归还

。

这么做有三个好处

：

一

，

保护了粮

食生产者

———

农民不至于因为缺乏现

金破产

。

二

，

平抑了物价

，

增进了社会

稳定

。

三

，

增加了国库收入

。

到了

20

世纪初

，

一位叫陈焕章的

晚清留学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表

了博士论文

《

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

理

》，

将常平仓与青苗法

，

介绍给了国

际经济学界

。

陈焕章没有料到的是

，

这篇论文

吸引了一位重要美国人

，

那就是后来

曾先后担任美国农业部长

、

副总统

、

商

业部长的亨利

·

阿加德

·

华莱士

（

以下

简称华莱士

）。

在陈焕章的论文发表后

，

华莱士

明显对常平仓和青苗法产生了兴趣

，

在他担任主编的

《

华莱士农民

》

杂志

上

（

当时这本杂志在美国农业极有影

响力

），

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

了几年

。

华莱士在

1933

年正式进入政界

开始担任美国新政期间的农业部长

，

他面临的问题就是解决大萧条中的根

本问题

：

农业

。

30

年代美国农业萧条

，

存在一个

大背景和小背景

。

大背景是生产过剩

。

美国是农业

出口大国

，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国际市场对粮食的需求大增

，

美国农

业提高了产量和效率

。

但是到了战争

结束

，

各国市场日益封闭

。

美国生产出

来的农产品卖不出去了

。

而国内市场

又消化不了

，

农产品价格开始暴跌

。

而当时的美国人有

1/4

从事农

业

，

价格暴跌最终导致这些人收入减

少

，

还不起贷款

。

最终引发了全面大

萧条

。

小背景则是气候变化

。

由于多年

来的滥砍滥伐

，

美国

30

年代出现了大

面积的土壤风化形成的沙尘暴

。

在

1934-1936

年

、

1939-1940

年美国出

现严重旱灾

，

作物大面积绝收

，

人员和

大批牲畜死亡

。

在

30

年代少数年份

，

粮食价格又出现了暴涨

。

当时的美国基本没有国家粮食储

备制度

，

私人农场主也较少储存粮食

，

所以美国在

30

年代出现了大量失业

以及饥饿现象

。

华莱士作为农业部长

，

首先在农

业部下设成立了一家

“

商品信贷公

司

”，

负责向农场主发放贷款

，

贷款到

期后农场主可以根据市场情况选择以

农产品或者现金来还贷

。

明眼人可以

看出

，

这正是王安石的青苗法的变种

。

华莱士也不否认这一点

，

他多次

在谈话中指出

，

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形

势和北宋王安石变法时相似

，

所以解

决问题也相似

。

正如王安石的青苗法遭遇的激烈

反对一样

，

华莱士在美国也曾遭遇批

评

。

例如斯坦福大学的约瑟夫

·

S

·

大卫

教授就认为这项计划在技术上无法执

行

，

但他也指出

，

这项政策的灵感来自

中国

。

华莱士的计划主体虽然和青苗法

相同

，

但实际却还有一些关键点不尽

相同

：

一

，

对农场主的贷款发放是有条

件的

，

即接受

“

耕作面积限制

”，

农场主

必须主动减少产量来避免生产过剩

。

二

，

不同于王安石把青苗法具体实施

托付给地方政府的做法

，

美国选择将

贷款收发交给专门的贷款企业

。

常平仓以及青苗法思想

，

在

1938

年正式纳入

《

1938

年美国农业调整

法

》，

至今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

王安石

的经济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饱受争议

，

却做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

，

这也是始

料未及了

。

（作者系武汉历史文化学者）

你还在朋友圈晒娃吗

马虹玫

孩子上中学以后

，

我微信朋友圈

的画风变了

。

圈里很难刷出孩子的同

学伙伴

。

家长们

，

特别是妈妈们

，

发圈

和点赞的热情明显降低

，

我自己也成

为其中一份子

。

这个现象是自然而然

发生的

，

如果要追问

，

我想

，

或许是源

于某种内心深处的倦怠感

。

小学六年里微信积攒了不少家长

，

打开朋友圈

，

总能刷到同班孩子

。

学习

表现

，

才艺考级

，

兴趣班上课

，

美术手工

作品

，

假期周末的游玩娱乐等等

，

孩子

们在朋友圈内忙得不亦乐乎

。

主题高度

集中

，

内容十分丰富

，

堪堪可谓一部又

一部儿童成长史

。

小学阶段集体活动

多

，

学校组织的

，

年级开展的

，

还有班上

和家长们小团队自发张罗的

，

每逢此

时

，

朋友圈晒娃也迎来高光时刻

，

孩子

们在线下集体活动

，

家长们在线上集体

活动

，

两边都没闲着

。

引得朋友圈晒娃

气氛高潮迭起

，

热闹非凡

。

“

0-6

岁天天晒

、

一二年级经常

晒

、

三年级偶尔晒

、

四年级数月晒一

次

、

五年级不晒了

、

六年级完全消失

，

什么话都不说了

，

就像没生过孩子一

样

……”

育儿专家杨樾这番话

，

引发的

讨论持久热烈

。

家长们晒娃从兴致勃

勃到销声匿迹

，

从

“

昭告天下

”

般事无

巨细

，

到无话可说的偃旗息鼓

，

晒娃热

情与孩子渐渐长大的年纪

，

形成了鲜

明反差

。

以我过来人的浅薄经验

，

小学阶

段的学业那也叫个事

，

特别在以倡导

素质教育的深圳

，

小学生们因此得以

发展多种课外技能

。

有人说

，

朋友圈

“

晒

”

的是娃

，“

乐

”

的却是家长

。

晒的满

足

，

晒的愉悦

，

晒出满满成就感

。

家长

此阶段的

“

晒娃

”，

晒的是父慈子孝和

岁月静好

。

小升初之后

，

小学同学分散到不

同初中

，

微信家长好友重心转至初中

家长

。

再看朋友圈

，

有关孩子的内容逐

渐减少甚至彻底消失

。

不晓得是否因

新家长之间

“

初来乍到

”

的陌生导致

。

进了初中

，

号称难过高考的深圳中考

，

开启了初中生的魔鬼学习模式

。

孩子

的课业负担

、

学习成绩和青春期叛逆

成套奉上

，

再叠加家长们步入中年的

职场压力

。

抚养培育

，

功课辅导和青春

期心理建设的压力

，

哪一个的杀伤力

都不低

。

那些在小学阶段最懂事最听

话的孩子

，

现在也浑身长刺

。

一个又一

个的教育难题痛点

，

兜头砸向家长

，

让

人应接不暇

。

说的好听

，

这叫家长跟着

孩子

“

二次成长

”，

承认吧

，

其实就是力

不从心

。

日常忙于监督功课就已精疲

力竭

，

对于晒娃搏赞这事

，

只觉得它耗

时费神并且幼稚

。

偶尔小心翼翼晒一

晒

，

生怕引来他人嘲笑

，

生怕被误解为

这是某种出于功利的炫耀

。

这边厢

，

家长的心情在变

；

那边

厢

，

孩子的想法也在变

。

从懵懂无知到

意识觉醒

，

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几乎不

再愿意和家长同框

，

更不乐意被家长

晒于圈中

。

你不晒

，

他不晒

，

我不好意思再

晒

，

渐渐地

，

晒娃的氛围就冷了下来

。

综上

，

朋友圈晒娃热情递减的原

因大致可以归纳为

：

对比鲜明不愿晒

，

孩子长大了不愿意被晒

，

家长工作压

力大

，

身体和心理都进入中年疲惫期

晒不动了

。

从前

，

孩子小时候

，

一天数

次看朋友圈

，

现在几天看一次

。

赶上

了

，

就点个赞

，

没赶上也不刻意去寻觅

翻找

。

朋友圈的整体关注度下降

，

随着

微信社交份额被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分

走

，

别说晒娃的少了

，

就连整个微信群

的活跃度都不复从前那般活跃

。

不仅

晒娃的少了

，

晒吃晒喝的也日渐式微

，

有些人的微信朋友圈干脆只卖货

，

朋

友圈成了广告圈

、

微商圈

（

无任何褒贬

指向

）。

微信群成为工作群

，

别说晒娃

了

，

中年父母们啥都不想晒

。

什么人生

感悟

，

热点聚焦

，

热文转发

，

统统没了

吸引力

。

不管曾经的晒娃是否被解读

为张扬

，

中年父母们一概无奈地收将

起来

，

老实搬砖

，

专心

“

鸡娃

”，

默默品

尝育儿路上苦与乐

。

当然

，

话虽如此

，

我还是很乐意在

偶尔刷朋友圈的时候

，

看到孩子的新

老同学们可爱的面孔

，

并真诚地为他

们点赞祝福

。

（作者系深圳作家）

【思想如虹】

从懵懂无知到意识觉

醒， 进入青春期的孩

子几乎不再愿意和家

长同框， 更不乐意被

家长晒于圈中。

专栏

Column

A10

主编：何敬东 编辑：孙勇 2021 年 4 月 27 日 星期二 Tel:(0755)835016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