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锦心绣口】

无论是注册制还是核

准制， 欺诈发行就得

回购， 这是发行人等

说破天也难逃避的责

任。

� � �【念念有余】

土地垄断并不一定意

味着减少土地供应

量， 因为各个城市和

县域存在竞争关系。

消逝的深圳“十元店”

胡不归

深圳经济特区年届不惑

，

各路纪

念文章层出不穷

。

笔者阅读之余

，

不禁

想起了在深圳早已消逝的

“

十元店

”。

“

十元店

”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

说

，

可能毫无概念

。

但对于上世纪

80

、

90

年代来深圳打拼的人来说

，

可是承

载起了无数人的青春与梦想

。

遍布在

人才市场或者职业介绍所周边的

“

十

元店

”

通常是一些大通铺或者双层床

，

一个床位一晚

10

元钱的资费

，

仅提供

简单的睡眠与洗漱服务

。

别看简单

，

这

可解决了求职者的大问题

。

特区成立的前

20

年

，

深圳经济发

展迅猛异常

，

带来了大量的人才需求

。

无数内地人怀揣梦想

，

孤身一人到深

圳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

在上个世纪

，

深

圳与内地的工资差距显著

，

拿着内地

的收入到深圳来消费

，

那求职成本可

不是一般的高

。

复印一张证书都要

5

角钱

，

每天投出几份简历

，

复印资料费

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

再加上喝水吃

饭

，

有多少人感到囊中羞涩

。

而晚上的

住宿是最大的一笔开支

，

当年不乏有

人在立交桥下凑合的

，

但不能洗漱

，

影

响形象

，

降低了被录用的可能

。

因此

“

十元店

”

应运而生

，

成为很多到深求

职者的第一落脚点

。

与

“

十元店

”

相伴随的是城中村的

出租房

。

深圳当地洗脚上田的土著们

，

从大量进入深圳求职者中寻求到了商

机

，

纷纷在自家宅基地上加建或者改

建

，

用一间间单房为初到深圳而单位

又不管住宿的人提供了栖居之处

。“

不

种庄稼只种房

”

成为当时深圳村民的

形象写照

。

“

十元店

”

与城中村表面上看只是

解决了部分人的生计问题

，

实际上却

体现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开放与创新精

神

。

深圳经济特区作为开放的产物

，

骨

子里带着开放的基因

。

特区成立伊始

就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从国内国外引进

了大量的项目

、

资金

、

人才

。

英雄不问

出处

，

无论你是在原来单位的失意者

还是意气风发的寻梦者

，

只要来了深

圳

，

能够展示你的才华与能力

，

深圳都

有你的立足之地

。 “

十元店

”

与城中村

给了很多人最初的生活平台

。

深圳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内最包容

的城市

，

与很多人发迹于

“

十元店

”

或

城中村是分不开的

，

今天住在

“

十元

店

”，

过几年可能就是个大老板

。

深圳

的村民们都深谙这个道理

，

为了和不

懂白话的各路租客交流

，

即便上了年

纪的村民也得学用蹩脚的普通话

。

从

这个角度讲

，

任何一个到深圳的人都

不会有违和感

，

更不会有被排斥的感

觉

。“

来了就是深圳人

”，

这并不是一句

单纯的宣传用语

，

而是对现实生活的

总结

。

与

“

十元店

”、

城中村一脉相承的

是深圳市各级政府对待外来人员的态

度与做法

。

作为学龄儿童人数最多的

城市

，

深圳的中小学教学资源严重短

缺

。

但深圳对外来人员子女的入学问

题上秉承的态度却是一线城市中最

友好的

。

只要符合条件

，

外来人员子

女与本地户籍人员一样就近申请入

学

，

为解决教育资源的紧缺状况

，

政

府还以补贴的形式向民办学校购买

学位

，

使外来人员子女一样享受普惠

的义务教育

。

深圳四十年的高速发展

，

得益于

大量的人才聚集

。

拥有人才

，

尤其是拥

有更多年轻的人才方能拥有未来

，

近

几年各大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屡见不

鲜

，

各地政府奇招频出

，

优惠措施不断

出台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深圳的高房价

极有可能成为吸引人才的一个拦路

虎

。 “

十元店

”

早已成为历史

，

城中村有

不少也已经得到了规模化的改造

。

城

中村改造之后

，

环境确实得到了改善

，

但房租也相应提高了一个台阶

，

这对

于刚刚入职的年轻人来说

，

无疑增加

了很大的负担

。

如果不能解决高房价

、

高房租问题

，

一定会对人才产生挤出

效应

，

这对深圳未来的发展是极其不

利的

。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中的模范生

，

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地面临新的问

题

，

但总有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创

新的智慧来加以解决

。

现在各级政府

也积极推出安居房

、

人才房

，

试图解决

市民的住房需求

，

取得了相当好的效

果

。

但面对新的求职者

，

如果能够提供

另一种形式的

“

十元店

”，

在特定的时

间段内给求职者一个相对舒适

、

便宜

的落脚地

，

一定会大受欢迎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主板中小板也应实行责令回购制度

熊锦秋

8

月

21

日证监会发布

《

欺诈发行

上市股票责令回购实施办法

（

试行

）

（

征求意见稿

）》（

下称

《

回购办法

》），

明

确了回购价格

、

回购对象

、

回购程序等

内容

。

笔者认为

，

主板

、

中小板也应实

行责令回购制度

。

最新

《

证券法

》

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规定

，

股票的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等

证券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

造重大虚假内容

，

已经发行并上市的

，

国务院证监机构可责令发行人回购证

券

，

或者责令负有责任的控股股东

、

实

际控制人买回证券

。 《

回购办法

》

的出

台也是为了落实该条规定

。

当然

，

最新

《

证券法

》

的语境是注

册制

，

而目前

A

股市场仍处于注册制

与核准制并存阶段

。

为此证监会在

《

回

购办法

》

的起草说明中指出

，

由于责令

回购属于注册制的配套措施

，《

实施办

法

》

适用于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

、

创业

板等板块

，

暂不适用于目前实行核准

制的主板

、

中小板等

。

对于这一点

，

笔者稍有不同意见

。

早在

2013

年

，

为逐步推进股票发行从

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

，

证监会发布

《

关

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

见

》），

其中第二部分

“

强化发行人及其

控股股东等责任主体的诚信义务

”

明

确规定

，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应在公

开募集及上市文件中公开承诺

，

发行

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对判断发行人是否

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

实质影响的

，

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

行的全部新股

。

也就是说

，

从

2013

年至今的核准

制

，

其实也有欺诈发行需要回购的规

定

，

只不过核准制下是由发行人等对

此做出承诺

，

而在

《

证券法

》

注册制条

件下则是由证监机构

“

责令回购

”，

显

然

，“

承诺回购

”

与

“

责令回购

”

的强制

力及约束力大不相同

。

在此前欣泰电气欺诈发行案例

中

，

虽然发行人等在招股说明书中承

诺欺诈发行就回购

，

但最终股票退市

也没有回购

。

后来保荐券商设立先行

赔付专项基金

，

但赔偿金额以及赔偿

范围显然不如回购

。

承诺回购的义务

等于被架空

，

唯有责令回购

，

依托行政

机构的公权力

，

才有利于将回购责任

真正落到实处

。

比如上述

《

回购办法

》

就规定

，

证监会依法对股票回购方案

的制定和实施进行监督指导

，

不符合

要求的

，

证监会可要求发行人或者负

有责任的控股股东

、

实控人重新制定

股票回购方案

。

在新股发行核准制下

，

发审委的

审核含有一定实质性审核的成分

，

部

分投资者认为其中存在一定的政府背

书

，

而注册制侧重于充分发挥投资者

的判断能力

，

现在注册制下新股发行

若发生欺诈发行

，

尚且由证监部门责

令回购

，

那么核准制下由证监部门发

审机构审核通过的新股发行若发生欺

诈发行

，

是不是更应由证监部门责令

回购

，

毕竟在核准制中

，

证监部门承担

的责任似乎应该更大

。

当然

，

核准制也好

、

注册制也好

，

只是新股发行审核程序

、

方式的改变

，

发行人对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

完整性

、

全面性等方面应负的责任

，

其实没有

任何区别

；

无论是注册制还是核准制

，

欺诈发行就得回购

，

这是发行人等说

破天也难逃避的责任

。

近日证监会有关负责人指出

，

下

一步统筹研究制定其他板块推行注册

制的方案

，

做好全市场注册制改革的

准备

，

分阶段稳步实现注册制改革目

标

。

但即便紧锣密鼓

、

快马加鞭

，

主板

、

中小板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实行核准

制

，

万一核准制下个别新股发行发生

欺诈发行

，

若沿用发行人承诺回购而

非行政部门责令回购规则

，

可以想见

，

回购义务仍将被虚置

，

受害投资者的

利益仍将难以得到充分赔偿

。

既然证监会出台注册制欺诈发行

责令回购的操作性办法

，

笔者建议

，

对

于实行核准制的主板

、

中小板

，

也应借

此东风

、

让投资者也享受

“

欺诈发行责

令回购

”

的制度优惠

。

无论是主板

、

中

小板

、

创业板

、

科创板

，

应在

A

股统一

执行

“

欺诈发行责令回购

”

制度

。

（作者系证券市场资深研究人士）

【缘木求鱼】

每个人对自我的小目

标的追求乃至实现，

集合在一起， 就有了

足够的社会意义和历

史的分量。

棱镜散光 各取一色

木木

这几天

，

网上最热的议论

，

无疑源

自一张杭州市余杭区政府部门的招聘

公示表

。

让围观者很难淡定得住的是

，

在

这份公示名单里亮相的

，

清一色的清

华

、

北大硕

、

博研究生

，

而且都是响当

当的专业

，

别人姑且不论

，

其中的

8

个

人

，“

投靠

”

的却是街道办事处

。

围观者的本能反应

，

当然就是

“

大

材小用

”。

按照经济学的观点

，

大材小用

，

无

疑属于一种错配

，

是对资源的极大浪

费

。

其间的逻辑也很清楚

。

非要用关老

爷的青龙偃月刀做微创手术不可

，

肯

定要先把钢刀磨成绣花针

，

不但浪费

宝贵的钢材

，

也是对宝贵时间的浪费

，

更是对锻刀者所有心血

、

劳力的蔑视

，

而且也是对躺在手术台上待治者的不

负责任

。

无论从那个方面看

，

这都是多

输的局面

。

这顶大萝卜抢小坑

、

大材小用的

帽子

，

显然还是比较客气的定性

，

更犀

利的追问其实还可以有很多

。

比如

，

二

十啷当岁的年轻人

，

正应该是闯劲十

足

、

心怀天下的年纪

，

却醉心于街道办

事处的工作

，

小而言之

，

是个人脑子出

了问题

，

大而言之

，

是以其为代表的一

个群体出了问题

，

极而言之

，

是引导其

成长的大学教育出了问题

……

再比

如

，

这些清北硕博研究生

，

不去勇攀各

自学术的最高峰

，

却一猛子扎到老百

姓的

“

家务事

”

里去

，

也难怪中国至今

还有许多地方让人

“

卡脖子

”；

当然还

可以有更难听的

———

这些起码从初中

开始就是

“

学霸

”

级的人物

，

呕心沥血

十几

、

二十年

，

最后挤进街道办事处

、

满足于

38

万的年薪和稳稳当当

、

按部

就班的仕途

，

无异于最庸俗的堕落

，

某

种程度上也算得上一种社会现状的反

映

……

类似的定性

，

当然还能唠叨出许

多

，

而且

，

每一句唠叨背后的逻辑

，

别

管硬讲还是软讲

，

肯定也都有讲得通

的地方

，

也都能反映一定群体现实的

情绪和隐含的诉求

。

一张小小的公示

表

，

能掀起这么大的舆论反响

，

就代表

它具备了足够的典型性和标志性

，

最

起码

，

有反响总比喑喑一片好得多

，

起

码

，

能给未来的去路

，

做出一些极必要

的指向

。

正如一块棱镜

，

一道光射进

去

，

折射出来的总是一片绚烂之色

，

而

且

，

各色人各爱

，

或许

，

这才是中国社

会历经近百年的发展

，

终致的一个层

级

。

类似的舆论热议

，

无论如何都是一

件好事

。

从这个角度审视

，

或许

，

这张惹起

网络热议的公示表

，

就具备了一些更

积极的意义

，

人们应该能从其中找寻

到一些别致的色彩

。

具体到历史的时

空坐标

，

当下的余杭区政府

，

或许就真

的需要公示表中的那些年轻人的加盟

和倾力支持

。

这一点

，

可管窥之处还是

很多

。

比如

，

阿里巴巴

（

中国

）

总部就在

余杭区

，

当年马云选址于此而不是别

的什么地方

，

余杭区政府肯定发挥了

相当的作用

。

再比如

，

2019

年

，

杭州市

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779

家

，

余杭区

的企业就有

210

家

。

这些高新技术企

业既然安家于此

，

按照外人揣测的余

杭区政府的行事性格

（

有阿里巴巴为

坐标

），

更好地服务这些企业

，

为这些

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更有针对性

、

更

有力的支持

，

肯定是最核心的一项工

作

，

要做好这项工作

，

给信任自己的企

业提供足以匹配信任的服务

，

或许

，

那

张任职公示表

，

确实能表达一定的诚

意

，

标识一定的分量

。

至于这些年轻人

能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

那又是另外一

件事

，

时间最终会给出答案

。

社会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

围观者

眼里的

“

天之骄子

”，

或许就是胸怀一

颗平凡心

，

追求或自足的目标

，

也无异

于凡夫俗子的追求和满足

。

不过

，

这又

有什么关系呢

？

每个人对自我的小目

标的追求乃至实现

，

集合在一起

，

就有

了足够的社会意义和历史的分量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土地私有房价就不贵了吗？

余胜良

房地产研究者很在乎土地性质

，

认为土地公有影响了土地价格并进而

影响房价

，

如果土地私有化

，

房价不会

如此暴涨

。

这个理论的逻辑推导过程是

：

因

为土地公有

，

农民或者城市土地所有

者没有资格出售土地

，

土地只能卖给

政府

，

政府不但在中间吃差价

，

造成不

公平

，

还事实上掌控了土地供给

。

如果

土地私有

，

那么无数个小土地所有者

就可以通过增加供应来降低土地价

格

，

并最终影响房价

。

真实的土地供应

，

将这个理论打

得脸上都是手印儿

。

在中国内地

，

政府的确可以独家

垄断土地

，

但是土地垄断并不一定意

味着减少土地供应量

，

因为各个城市

和县域存在竞争关系

，

地方政府愿意

多推出土地

，

增加土地供给量

，

增加房

产数量

，

以降低房价和租金成本

，

增加

对企业和购房者吸引力

，

否则

，

居民和

企业都将转移到更容易生存的城市

去

。

大多数一线和强二线城市不用依

赖土地

，

因为本身就有超强吸引力

，

不

用靠增加土地供应取悦新居住者和产

业资本

。

大多数中小城市土地供应比较充

足

，

政府在土地供应上竭尽所能

。

有不

少人认为这是土地财政

，

从现象上看

的确如此

，

不少地方政府税收远远不

够开支

，

要靠卖地来支撑公务员工资

以及地方基建投入

。

卖地可以解读为

土地依赖

，

也可以解读为市场满足

，

以

杭州和成都为例

，

最近几年居民都在

像打新股一样认筹新房

，

其实就是新

房供应不够

。

而在发达国家的重要城市

，

以及

发展中国家的首都

，

房价根本不便宜

，

如孟买这样的土地私有城市

，

房价并

不低

，

南美洲很多城市也是如此

。

理论上土地私有可以增加供应

，

可实际上

，

拆迁很难

，

和土地所有者的

谈判并不容易

。

土地私有后

，

拆迁改造

时谈判对象增加

，

而土地这种商品比

较特殊

，

一个规划区域只要有一户不

同意

，

谈判就可能旷日持久僵持下去

。

在中国这种土地公有的情况下

，

照样

会出现部分土地所有者

（

包括集体土

地的拥有者

）

不同意

，

而无法推行拆迁

改造的情况

。

城中村容易拆迁

，

老旧小

区难拆

，

就是因为城中村谈判对象少

，

而老旧小区的土地供应者太多

。

我在东南亚某地旅行的时候

，

听

说当地迟迟无法建设高铁

，

是因为土

地无法拆迁

。

当地城市很少像中国大

陆这样集中

，

布局较为分散

。

曼谷房价

不高

，

土地供应充足

，

可以作为土地私

有降低房价的佐证

，

不过东南亚很多

地区还没有完成财富积累

，

而且当地

寻租严重

，

为住宅供应打开大门

，

整个

城市到处都是住宅

，

这样就没有必要

去拆老房

。

大多数土地私有的城市

，

无法建

立密集的高楼大厦

，

房屋平摊在土地

上

，

中国台北

、

日本东京都是如此

，

美

国也是如此

，

土地利用效率不高

，

城市

向更远处平扩

，

坏处是土地利用率不

足

，

好处是郊区房价便宜

。

要理解孟买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城

市房价为何如此高

，

就必须弄明白土

地供应的问题

。

土地供应是影响房价

上涨的重要制约因素

，

不管是公有还

是私有

，

在土地资源紧张的城市

，

提高

土地供应都很不容易

，

甚至可以说

，

排

除公正问题

，

土地公有更能解放土地

，

更能解决土地供应问题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胡思乱想】

如果能够提供另一种

形式的“十元店” ，在

特定的时间段内给求

职者一个相对舒适、

便宜的落脚地， 一定

会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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