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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吉
林证监局原局长江连海 3
月 13 日在证监会系统代
表委员会专场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万亿银行资金
入市需要特殊的政策配
套，其主要功能是稳定市
场，所以不能以盈利为目
的，“盈利了由国家安排
分配，亏损了则要由国家
财政兜底。”

据中国经济网
短评：纳税人感到压

力山大！

●“要养猪，找王老
吉？”3 月 12 日，在广东代
表团的全团会议上，全国
人大代表、广东省肇庆市
工商联主席吴木生介绍，
著名饮料“王老吉”商标
在饲料商品上被抢注，甚
至打出了“要养猪，找王
老吉”的广告语。吴木生
呼吁加大打击力度，重拳
打击不良行为。

据《信息时报》
短评：这不，NBA 一

代巨星乔丹最近就在打
官司哪！

●钢铁行业陷入全
行业亏损，国内钢企纷纷
涉足非钢产业，房地产领
域便是其中之一。去年
中国前十大钢企中，一半
以上已经涉足房地产领
域，微利下被迫转型。

据《每日经济新闻》
短评：武汉钢铁不是

去养猪了吗？

●近日一条“东大校
花一周卖楼 5000 万”的微
博爆料引起网友火速围
观。据记者了解，此楼盘
属南京中海旗下，如果这
名女生的业绩属实，估计
她这一个星期能拿到 40
万元提成。

据《现代快报》
短评：难道房市又开

始火了？

●近日，阿里巴巴集
团宣布，将对全集团 22名
组织部门中高层管理干部
进行轮岗。阿里巴巴集团
主席马云此前发出过“天
晴的时候修缮屋顶”的信
号。此次人员轮岗制度的
实施被认为是阿里巴巴战
略升级的第一步。

据《每日经济新闻》
短评：马云，是在下

一盘大棋吗？

●在两会期间，全国
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
原副行长刘克崮提议，适
时 降 低 股 票 印 花 税 税
率。广东证监局局长侯
外林也表示支持降低股
票印花税税率，“国际上
通行的做法是，股市低迷
的时候，调减印花税税
率；股市高的时候，上调
印花税税率。”

据《东方早报》
短评：股市的季节性

减税。
栏目主持人：吴小的

优酷面临整合土豆大考
■ 聚焦优酷土豆合并

■ 争鸣

优酷和土豆 12 日下午
共同宣布双方将以 100%换
股的方式合并。这一消息宣
布后，随即引发视频行业甚
至整个互联网领域的震动。

优酷与土豆是我国较

早开辟互联网视频业务的
企业。二者在我国网络视
频市场收入份额中排第一
和第二，一提到视频，优酷
和土豆迅即浮现在脑海。
即使笔者本人在互联网上，
也是接触优酷和土豆视频
频率最高。

最具戏剧性的是，从去
年下半年开始，这两家排名
一、二的中国视频网站就一
直争吵不休，甚至要对簿公
堂。当他们戏剧性地联姻，
从敌人变为一家人后，所谓

的版权之争彻底消失，这有
利于降低版权购买成本，不
用为同一部影视剧付两次
钱，同时也能进一步集中广
告资源，提升品牌价值。新
公司规模当之无愧地成了
全行业的第一，优酷和土豆
形成的新公司，占据国内网
络视频市场 35.5%的广告收
入，成为名副其实的老大。
两家合并后，将整合现金流
等资源，实力将大大增加，
对于拓展业务，集中财力办
大事大有裨益。

两家合并，对整个视频
行业带来的冲击不小。冲
击最大的是中小视频企业，
可能造成一批刚刚起步的
中小视频企业夭折在梦想
和憧憬之中。必将给搜狐
视频和腾讯视频等带来巨
大竞争压力。由于搜狐视
频和腾讯视频有强大的门
户网站作为支撑，冲击再大
也不怕。而带来整个视频
行业的洗牌整合是必然的。

此外，两家联姻对传统
的电视行业带来的冲击决

不可小视。现在年轻人大
多在网络上看视频，按照电
视预定节目坐在电视机前
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就
是中老年人群中，观看灵
活、方便、互动性强的网络
视频节目的人数也越来越
多了。

总之，优酷网和土豆网
合并对两家企业来说是双
赢，对整个行业来说将促进
洗牌整合，并将使中国网络
视频行业迈上一个新台阶。

□余丰慧（郑州 职员）

摆在优酷CEO古永
锵面前的是一个巨大
的难题——整合与优
酷业务模式高度同质
化的土豆。

土豆与优酷的联
姻第一将冲击中小视
频企业，此外，对传统
的电视行业带来的冲
击也不可小视。

“不良贷款率高”都是中小企业的错？

在 3 月 5 日的政协经济
界小组讨论会上，各位委员
纷纷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
因归结为银行嫌贫爱富，并
最终导致了多数企业只能选
择地下钱庄和民间借贷。对
此，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刘

明康认为，中小企业贷款的
不良率是正常贷款的 3 倍，
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自然积
极性不高。

中小企业不良贷款率
高，是不争的事实。但是，
为什么中小企业的不良贷
款率会比正常贷款高，却不
是 简 单 的 数 据 能 够 说 明
的。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大，
除了企业的主观原因之外，
客观原因对中小企业信用
度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

对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
来说，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很
高。特别在最低工资标准、

社会保险标准等不断提高，
税收负担不断增加的情况
下，中小企业生存的难度极
大。如果银行再不给予资金
支持，多数中小企业将无法
生存，关闭、歇业、破产现象
将越来越多，不良贷款率自
然也就越来越高。其实，劳
动密集不代表企业没有生存
能力，关键是，在中小企业遇
到困难时，税负仍然居高不
下，甚至越来越重，而银行又
不能雪中送炭，帮中小企业
一把。在这样的情况下，把

“失信”的责任全部推给中小
企业，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现
象是，自实行紧缩的货币政
策以来，为了完成监管部门
下达的压缩贷款规模、控制
信贷投放总量的任务，几乎
所有的银行都把手伸进了中
小企业的腰包，拼命抽中小
企业的资金。可以这样说，
收缩的银行信贷规模，都是
在中小企业身上完成的。在
原本就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
下，再被银行抽血，中小企业
不良贷款率怎能不高？

试想一下，如果中小企
业在发展过程中，银行能够
像对待大型企业、政府融资

平台和开发商那样，在资金
上予以保证，在利率上予以
优惠，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
将活得很好，也不会有那么
多民间投资者会放弃实业去
投资房地产、搞民间借贷。

不要轻易把不良贷款
率高的帽子戴在中小企业
的头上，不要轻易认为中小
企业的信用度不高。确实
有中小企业不讲信用，但银
行的信用度如何，也值得好
好分析和探究。

□谭浩俊（江苏省镇江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 月 12 日，优酷和土豆
共同宣布双方于 3 月 11 日
签订最终协议，优酷和土豆
将 以 100% 换 股 的 方 式 合
并。根据协议条款，自合并
生效日起，土豆就将退市。

如今，摆在优酷CEO古
永锵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
难题——整合土豆。

众所周知，并购整合一
直是企业管理中的难题，超
过70%的并购整合以失败而
告终。中国 IT 业上最近一
个失败的例子就是分众江南
春。江南春通过不断并购提
升股价，然后再通过高估值
的股价去并购竞争对手从而
扩大规模，并最终制造了一
个市值惊人的分众帝国。当
年，江南春通过收购聚众等
竞争对手，获得的核心资产
是对方的液晶屏，并统一定
价权，其整合难度相对而言
并不算最大。但古永锵如今
面对的摊子却是：土豆与优
酷业务模式高度同质化，其
整合难度远远高于江南春。

对视频网站而言，最核

心的资产是用户、技术与销
售等团队以及版权内容。

根据第三方监测机构
艾瑞的数据显示，2012 年 1
月份，优酷与土豆的合并用
户总量为 30532.7 万人，其
中优酷的用户数为 26662.3
万 人 ，土 豆 用 户 数 则 为
22250.1万人，优酷网用户数
占 合 并 后 用 户 数 的
87.32%。收购了土豆后的
优酷用户数仅仅增加 3870
万，增加 14.5%。这意味着
两家公司在用户规模上的
增量其实有限。

而在广告销售、技术、
市场等领域，双方的同质化
更加严重，优酷官方宣布优
酷与土豆两家网站未来将
同时运营，但两支长期对抗
的团队在利益面前，内耗恐
难以避免，而且长期维持双
品牌运营也非长久之计，要
真正节约成本，实现协同效
应，两家网站在人员上的大
规模裁撤将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优酷自身还
面临着如何提高收入并扭
亏的巨大压力。

2010 年 12 月 ，优 酷
CEO 古永锵带领优
酷上市，当时他给华

尔街画的蓝图是，优酷是中
国的 youtube+hulu+Netflix，
总之，是中国视频行业的
NO1。结果优酷受到资本
市场热捧，在亏损状态下，公
司市值超过40 亿美元，一举
超过新浪等老牌门户网站。

然而上市后的事实是，
优酷的业绩难以支撑其高
昂的股价。从收入上看，优
酷虽保持近3位数增长，但1
亿美元的年收入规模远不
足以支撑 20亿美元市值，而
且其盈利日期尚未有日程
表，亏损却还有进一步扩大

趋势。根据优酷 2011 年第
四季度财报，其净亏损为人
民币 4960 万元，较 2010 年
同期增长32%。而且公司预
计 2012 年第一季度净收入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95% 到
105%，该预期同样低于海外
分析师预期。于是近几个
月来，优酷的股价从最高的
48 美元跌至合并之前的 25
美元。此次优酷选择收购
土豆。消息公布后的一夜

之间，优酷股价上涨27%，土
豆大涨157%。

在未来的一年间，优酷
或许可以暂时避开资本市
场对其盈利和收入能力的
拷问，但如何消化土豆，或
许是其更大的考验。

□张林（互联网从业者）

优酷土豆合并冲击整个视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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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税负重，
控制信贷时被抽资金，
把“失信”的责任全部
推给中小企业，显然是
有失公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