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文言志】

自疫情以来， 很多具

有内地背景的保险

从业者， 几乎是颗粒

无收。

� � �【市场敏感】

“教师” 二字虽与很

多赞誉联系在一起，

但本质上， 它不过是

一份职业。

“鹅”的执念

木木

老刘移民加拿大二十年

，

去年底

才开始学着炒股票

。

今年九

、

十月份的

时候

，

客服建议老刘买点儿

“

加拿大

鹅

”，

说赚钱的概率很大

。

老刘回家随

口跟两个儿子

（

一个读大二

，

一个读高

中

）

念叨了

，

没想到

，

俩孩子强烈反对

，

原话是

“

赚钱也不能买

”，

理由很简单

：

我们要保护动物

，

而

“

加拿大鹅

”

对鹅

很不友好

。

于是

，

很听儿子话的老刘

，

在十一

月上旬的时候

，

就很懊悔了几天

。

这也

可以理解

，

半个月时间

，

股价上涨

50%

，

任何一个错失者的心弦很难不

被撩动一二

。

不过

，

世事无常

。

前几天

，

老刘又为自己当初的听话而庆幸万分

了

———

从

11

月

17

日起

，

十几个交易

日内

，“

加拿大鹅

”

的股价跳水般狂跌

，

被打回到这波行情的起点

。

无论是懊悔还是庆幸

，

都是人们

面对未知时的正常反应

；

绝大多数人

都非圣贤

，

心为物役

，

不能知前知后

，

面对

“

意外

”

之事

，

情绪就难免随波逐

流

。

对许多人而言

，

这些天来

，“

加拿大

鹅

”

股价的急速下跌

，

无疑是

“

加拿大

鹅

”

怠慢中国消费者事件持续发酵后

，

资本市场的一种

“

自然

”

反应

。

如此理

解

，

当然问题不大

，

不过

，

如果再联系

一下同期美国股指的跌幅

，“

大鹅

”

迅

疾

“

东南飞

”，

恐怕也有

“

顺势而为

”

的

因素在发挥作用

。

至于哪一种因素的权重更大些

，

观察的角度不同

，

得出的结论肯定也

不一样

。

站在中国消费者的立场上

，

将

心比心

，

当然希望这是资本市场对

“

鹅

”

之怠慢行径的惩罚

，

不但感情正

常

、

正确

，

蕴含其间的逻辑也能站住

脚

：“

加拿大鹅

”

增长最快的市场在中

国

，

不公平对待中国消费者

，

搞

“

看人

下菜碟儿

”

那一套

，

中国消费者不满意

了

，“

鹅

”

的业绩肯定受影响

，

进而对股

价产生消极作用

。

如果站在理性投资者的角度看待

这件事

，

结论或许就有不同

：“

鹅

”

价的

下跌

，

或许正是买入的好机会

———

哪

怕是阶段性买入

、

暂时性买入呢

？

一方

面

，

市场急跌

，

一般会有短期修正的内

在需求

，

跌得越急

，

需求往往越迫切

；

另一方面

，“

鹅啄人

”

事件也一定会像

其他热点事件一样

，

终有降温

、

变冷的

那一天

，

尤为重要是

，

中国消费者普遍

忘性大

，

不会

“

一朝被

‘

鹅

’

啄

，

十年记

此痛

”，“

讨伐

”

一阵之后

，

往往一切照

旧

，

因此

，“

加拿大鹅

”

的销售

，

大概率

不会受影响

。

投资者的理性推论

，

虽然听起来

有点儿

“

冷

”，

但不幸的是

，

既往许多类

似的事情

，

一直在反复证明着这个推

论

。“

加拿大鹅

”

之所以能够

、

敢于在中

国市场上玩儿

“

双标

”，

显然是自认拿

捏住了中国

“

爱鹅者

”

心中的执念

，

自

认不怕

。

也是

，

一个人若心存这种执

念

，

许多事情的演进

，

恐怕就不能按照

常理来推断

。

按照常理推断

，“

鹅

”

之热销

，

在中

国的消费市场上确实显得有点儿无厘

头

，

因为

“

大鹅

”

的基本卖点据说是擅

长应对极寒环境

，

中国虽然确实不缺

这种极寒环境

，

但又有多少人一定要

在

“

彼时

”

身处

“

彼地

”

呢

？

而真正需要

的人恐怕也伺候不起这只

“

鹅

”。

在气

候渐暖的背景下

，

在不太冷的时候和

地方

，

硬把一只

“

大鹅

”

套在身上

，

恐怕

一忽儿就是一身白毛儿汗

，

穿着体验

、

展示体验都不佳

。

其实

，

谁都知道

，“

鹅

”

的保暖功能

对许多购买者而言并不重要

，

重要的

是

“

对标功能

”，

即在人堆儿里把人区

别出来的功能

；

具备类似功能的商品

还多得是

，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

鹅

”

在

中国市场将继续大卖的前景

，

就让人

格外有信心

。

执念的力量即在于此

。

毕

竟

，

许多事情都是人自己想象出来的

，

思之念之

，

渐成执念

，

要想在短时间里

发生变化

，

就实在难得很

。

这实在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

如果

说也有什么外力能帮帮忙

，

或许

，

也只

能从规范

“

鹅

”

们的行为做文章

，

起码

不能搞

“

双标

”：

一方面

，

要对

“

鹅

”

们有

要求

，

另一方面

，

恐怕也要对自己有要

求

。

除此之外

，

恐怕就需要消费者自己

下功夫了

，

自己没要求

，

别人怎么可能

主动有要求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疫情下香港保险从业者谋生不易

熊德志

自疫情暴发以来

，

作为保险行业

最核心的针对个人的长期保险业务

（

如寿险

、

重疾险

、

储蓄险

）

遭受了有史

以来最严重的打击

。

因为香港与内地无法正常通关

，

直接导致香港的保险从业人员无法拓

展内地客户

。

根据香港法律

，

所有保单

必须在保单持有人入境香港后在香港

境内签署才视为有效保单并受香港法

律保护

。

于是很多从业人员实际上长

期处于自我休假状态

。

自中国加入

WTO

（

世界贸易组

织

）

以来

，

随着内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居

民财富的大幅增长

，

投资的多元化和

国际化配置需求为香港地区的财富管

理市场带来巨大发展空间

，

香港地区

很多保险公司的新增客户也主要是来

自内地

。

疫情之前

，

很多保险从业者动辄

年薪百万

。

因此

，

基于内地庞大的市场

需求和市场空间

，

很多持有

IANG

签

证

（

非本地毕业生留港

/

回港就业计

划

）

的内地毕业生

，

开始陆续加入到香

港保险行业

。

其中不乏名校硕士或博

士等优秀人才

。

然而

，

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这

一切

。

据笔者调查

，

自疫情以来

，

很多具

有内地背景的保险从业者

，

几乎是颗

粒无收

。

他们也尝试拓展香港本地市

场

，

但收效微乎其微

。

F

先生是香港某头部保险公司的

保险代理人

，

内地背景

，

上个世纪九十

年代来港

，

在保险业从业长达

11

年

，

是业内资深人士

。

业绩长期以来都保

持着良好记录

，

但是因为疫情防控原

因

，

他的内地客户不能入境香港

，

所以

他自此没有签下一单新增客户

。

Y

小姐是香港另外一间头部保险

公司的保险代理人

，

江浙人

，

北大理科

硕士

，

来港工作后

，

发现了保险业的巨

大机会

，

于是投身其中

。

疫情前

，

她带

的团队是明星团队

。

疫情之后

，

苦于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

，

她则回内地让自己

长期休假了

。

M

小姐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

，

原先在香港的某头部中资券商工作

，

后来发现财富管理市场的机会巨大

，

于是转投香港本地最大的一家第三

方理财平台

。

未曾料想暴发疫情

，

所

有的计划都赶不上变化

。

因为其资源

主要集中在内地

，

所以疫情以来她连

公司最基本的业绩要求也无法完成

。

作为受雇人士

，

她的处境可谓艰难

。

若在平常时间

，

基本业绩要求根本不

是个事

。

而作为香港本地人的

H

先生

，

其

长期客户多半是本港人士

。

他销售保

单从来不问佣金

，

只问对客户合不合

适

。

其任职于一家早先为美资的保险

公司

，

后该公司被内资收购

，

他在公司

业绩长期保持在

TOP50

以内

。

疫情

以后

，

他的业务也受到很大挑战

，

新业

务开拓十分艰难

。

基于其与客户的长

期良好关系

，

部分老客户也出于理解

和同情

，

新购一些消费类的一般性保

单

。

因为仅仅是一次性的

，

所以价值并

不是很大

。

据香港保险业监管局

《

长期保险

业务的年度统计数字

》

显示

，

2020

年

有效长期业务的保单保费总 额 为

5215

亿

，

同比上升

2%

，

仍然由个人人

寿类别为主导

，

其有效保单保费达

4586

亿

，

同比上升

4.2%

，

占市场总额

87.9%

。

此类别的保单数量增至

1370

万份

，

净负债达

26694

亿

。

但作为新增个人人寿业务的保单

保费却仅仅只有

1196

亿

，

同比大跌

20.9%

。

其中

，

非投资相连业务占

1068

亿

，

同比大跌

23.4%

，

投资相连业务占

128

亿

，

同比上升

8.8%

。

新增保单数量

合计为

100

万份

，

同比下跌

20.8%

。

同

时

，

新增个人年金业务的保单保费为

133

亿

，

同比下跌

36.3%

。

2020

年共售

出约

65000

份合资格延期年金保单

，

年度保费总额共

46

亿

。

与此同时

，

今年以来

，

由于香港与

内地正常通关预期的屡次落空

，

香港

某头部保险公司的股价呈现出了连续

10

个月的持续下跌

。

香港保险业何时

才能恢复

，

保险从业人员何时才能够

看到希望

，

想必投资者已经在资本市

场看到了与之相对应的答案

。

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

，

而作为隐

性失业的香港保险业的部分从业者大

概只有冷暖自知了

。

（作者系香港金融从业者）

【缘木求鱼】

其实 ， 谁都知 道 ，

“鹅” 的保暖功能对

许多购买者而言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对

标功能” 。

硕士博士进中小学 教学质量飞升了吗？

魏敏

有戏言称

，“

宇宙的尽头是考编

”，

貌似调侃

，

实则戳中了职场痛点

。

据了

解

，

教师圈内私下里公认它为

“

第一法

则

”。

在取得考编资格之前

，

需要先拿

到教师资格证

。

所以

“

图书馆里转一

圈

，

除了考研党

，

最多的就是在备考教

师资格证

”。“

身边认识的同学都在考

，

问题是学中文的在考

，

学法律

、

学通信

的同学也在考

，

包括曾言之凿凿不想

当老师的同学也在跟风

”。

据公开数据

显示

，

近五年来教师资格证的报考人

数有呈倍数翻升之势

。

这当中

，

越来越

多的名校硕

、

博毕业生已

“

抵达战场

”，

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名牌中小学编制

，

而这些中小学也乐得将绣球抛给这些

曾经的学霸

。

以深圳中学为例

，

去年共

有

66

名毕业于世界顶尖学府的新教

师加盟该校

，

所有新教师均为硕士及

以上学历

，

其中博士及博士后占比超

过了

40%

，

清华和北大的毕业生占据

了一半的比例

。

这一轮流转的风水

，

也直接促使

在曾经的外语热

、

计算机热

、

财经热

之后

，

师范类专业成为近两年高考报

考与录取的大热门

，

在一些省市

，

师

范院校的专业组投档线飙升

，

华中师

范大学录取线仅比北大

、

清华低

10

多分

，

东北师范大学录取线甚至超过

了浙江大学

。

而向来有

“

人精

”

风向标

意义的包邮区

（

江浙沪皖

）

师范报考

与录取也是大热

，

一改往年冷门

、

兜

底的

“

磕碜

”

状

，

高分考生报考师范大

有人在

。

这一现象的成因

，

自然有疫

情影响下就业形势的严峻

，

教师作为

体制内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

还有寒暑

假

，

实属

“

稳

”

字当头的好选择

。

但

“

稳

”

字同样耳熟

，

往年家长

、

老师帮

忙填志愿

，

提到师范也没少 念 叨

“

稳

”。

之所以现在有人听得进

，

主要

还是归因于中小学教师待遇的提高

，

长三角

、

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对于

教师待遇的重视

，

已经

“

变态

”

到引发

严重内卷的程度

，

引来清北复交等名

校硕博

、

博后来争抢就可以理解

。

应该看到

，

中小学教师这一行当

有其特殊性

，

义务教育阶段与高中阶

段的教育更是一门与未成年人

、

与青

春期的

“

小大人

”

们打交道的

，

异常复

杂的

“

艺术

”。

名校硕博这些曾经的学

霸

，

能否胜任三尺讲坛

，

短时间内令所

在学校的教学质量迅速提升

，

甚至于

做好事无巨细

，

事必躬亲

，“

保育员

”

一

般的班主任

，

实在是一件未知因素太

多的事情

。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

，

效果显

现还尚待时日

。

也如同不少人事先所

料

，

已经有不少名校硕博毕业生在工

作了一两年后

，

选择逃离这一

“

围城

”。

尽管这些离职个体的声音很容易就被

“

围城

”

外的喧嚣所掩盖

，

但他们的离

开无疑反映出当前体制内中小学的某

些问题

。

这些问题有痼症

，

也有新疾

。

初为

人师

，“

累

”

是很多人的第一感觉

，

其中

班主任更是从早到晚全天候

，

全方位

的那种累

，“

老师这份工作没有下班的

感觉

”。

即使是为外界所艳羡的寒暑

假

，

暂不论

“

双减

”

之后国内多个城市

已正式开启小学暑期托管服务

，

本身

也被各种进修与继续教育所填满

。

但

这种身体上的累

，

其实很多人也许可

以逐步调整与适应

，

名校学霸们多受

不了的是身心俱疲

。

因为这些优秀人

才

，

多会在教学上有一些自己的思考

，

多欲在教育质量上有一些自己的创

新

，

但往往

“

出师未捷身先困

”，

本就不

充裕的时间经常被一些教学之外的工

作挤占

———

各种会议

、

活动

、

评比

、

表

格

、

论文等各种非教学事务

，

教学精力

乃至

45

分钟课堂上的精力都会受到

影响

，

长此以往

，

挫败感与幻灭感难免

来袭

。

仅凭高薪一项

，

难以留人

，

因为

这些顶尖学府的高学历人才

，

去别的

行业

，

竞争力也不容小觑

。

“

教师

”

二字虽与很多赞誉联系在

一起

，

但本质上

，

它不过是一份职业

而已

。

一旦影响教师从教积极性的暗

流过多

，

教师会不会在相关工作中带

有负面情绪

，

以至于将中小学教师岗

位口碑拖累至

“

鸡肋

”，

无疑是关系到

师范热能否持续

，

中小学能否吸引高

质量人才

，

最终影响教育质量的关键

因素

。

（作者系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

全斗焕和他的功过人生

韩和元

11

月

23

日

，

韩国前总统全斗焕逝

世

，

享年

90

岁

。

诚如韩国

《

朝鲜日报

》

所论

：

从某种意义来看

，

全斗焕是韩国

社会最孤立的弱者

。

很少有人像他这

样遭受单方面的攻击而得不到一点点

辩护

。

历代总统中

，

全斗焕的评价是功

零过十

。

在全斗焕问题面前

，

哪怕是具

有平衡感的媒体人和尊重学问良心的

知识分子也是缄口不言

。

全斗焕在执

政过程中的威权主义统治

、

人权侵害

、

秘密资金形成等方面饱受批评

。

但也如

《

朝鲜日报

》

所论

：“

正是在

全斗焕执政期间

，

实现了世界第一高

速经济发展

，

国民收入比之前翻了两

番以上

，

物价得到稳定

。

韩国成为互联

网和电子产业的强国就始于当时宽带

通信网络的建设

。

1988

年首尔奥运会

的成功也是那时准备的

。

最重要的是

实现了此前一次都没有经历过的和平

的政权交接

。 ”

简单而言

，

全斗焕时代

的最大特点是

：

政治高度威权

、

经济全

面自由化及经济高速增长

。

相较于朴正熙时代

，

全斗焕当政

期间的专制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

主要政界人士都被强迫停止了政治活

动

，

统一运动

、

学生运动

、

劳动运动和

社会民主运动都受到

《

国家保安法

》

等

法规的严厉取缔

。

政党制度方面也较

朴正熙时代有明显的退步

，

用学者曹

中屏

、

张琏瑰的话说就是

，

名曰

“

多

党

”

保守政党制

，

实际上是为取消反

对党

，

分化

、

压制在野的政治势力

，

进

而使它们演变成民主正义党的卫星

党的制度

。

但与此同时

，

全斗焕在经济方面

却是实施全面自由化

。

1981

年

1

月

，

全斗焕在施政演说中提出了国家经济

运行模式减少政府干预

、

逐步向

“

民间

主导型

”

经济体制过渡的方针

。

韩国开

始由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式的自由资

本主义经济向

“

民间主导

”

的经济体制

过渡

。

最能体现经济自由化的是

，

全斗

焕政府全面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

，

改

善民间企业体制

。

除不宜私营

、

公共性

质明显的企业外

，

大部分国有企业通

过出售股权或削减政府入股基金的方

式

，

逐步地

、

分批地实行私营化

。

受益于此

，

韩国经济在该时期保

持了持续高速发展

，

成为当时国际公

认的

“

新兴工业国家

”。

1984

年

，

韩国

的国民生产总值为

823

亿美元

，

达到

了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中等水平

。

第

5

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更使韩国的经济

规模进一步扩大

，

1987

年时

，

韩国的

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

15

位

。

因

此全斗焕时期被称为

“

檀君以来最大

景气

”。

更为要紧的是

，

在政治专制

、

经济

自由化的组合下

，

一国或地区无论是

经济还是政治

，

获得全面且快速发展

，

全斗焕时代的韩国绝对不是个案

、

绝

对不是特例

，

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

的现象

。

譬如

，

同时期

，

远于南美的智利

，

亦在皮诺切特的政治专制与芝加哥男

孩的经济自由化这种组合下

，

得以快

速发展

。

而

1960-1970

年代的中国台

湾

，

也是在蒋家父子的专制与蒋硕杰

的经济自由化组合下得以腾飞

。

新加

坡大体亦是如此

。

同样的案例

，

还可追

溯到拿破仑皇帝时代的法国

，

霍亨索

伦

、

俾斯麦共治的德国

。

（作者系广州学者）

【和而不同】

在政治专制、 经济自

由化组合下， 一国或

地区获得全面且快速

发展， 全斗焕时代的

韩国绝对不是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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