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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交所对
在人民网等新股交易中
出现新股异常交易行为
的账户予以口头或书面
警示，对新股异常交易行
为严重的多个账户采取
了盘中暂停当日交易措
施，对情节特别严重的黄
某某证券账户予以限制
交易3个月的纪律处分。

据《上海证券报》
短评：买卖“异常”，

禁足仨月。

●中国平安发布的
《国人健康调研报告》指
出，国人身体状况比实
际年龄老8.2岁。分职业
看，自由职业者健康状
况最佳，其次是教育和
金融业；IT及通讯行业、
广告传媒业和管理咨询
业则健康堪忧。

据新浪网
短评：未老先衰，与

“阵营”有关。

●摩根大通因交易
员失误亏损20亿美元并
非首例，在金融市场历
史上，总有些让人唏嘘
不已的魔鬼交易员，他
们是：法兴银行杰洛米·
科 维 尔 ( 亏 损 71.6 亿 美
元)、瑞银阿多博利（亏损
23亿美元）、住友商社滨
中 泰 男（亏 损 19 亿 美
元）、巴林银行尼克·理
森（亏损14亿美元）等。

据中国经济网
短评：国际投行，不

疯魔不成活。

●拿着五千启动资
金，中国海洋大学经济
学院研究生张洋走上了
投资之路。“股票我只在
行 情 好 时 玩 一 点。”他
称，期货才是最赚钱，“几
天之内赚十几万也不是
没有可能的。”

据《青岛晚报》
短评：《中国家庭金融

调查报告》显示，研究生炒
股不如小学生。

●暂停五年后，今
年7月1日开始，深圳现
有的一万多个路边停车
位 将 重 新 进 入 收 费 时
代。据称，深圳路边车
位收费办法拟在今年6
月完成，7月1日开始实
施。根据办法送审稿，
路边停车位的收费标准
将高于停车场，超过24
小时将被拖车罚款，虽收
费但不承担保管职责。

据《南方都市报》
短评：霸王条款？

●尼尔森发布的中
国 消 费 者 信 心 报 告 显
示，一季度中国消费信
心水平已达到2005年来
的历史最高点，远超出
全球94%的平均水平和
美国92%的水平，排到全
球第四位。

据新浪网
短评：增加消费，有

心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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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观察

近日经某仲裁机构判
定，鸿道集团停止使用“王
老吉”商标，广药集团从鸿
道集团旗下加多宝手中收
回了王老吉商标租借权。

王老吉凉茶是在清朝
道光年间初创，1949 年王老
吉被一分为二，广州王老吉
凉茶被归入现在的广药集
团。1995 年，广药将红罐王
老吉的生产销售权租给了
加多宝，而广药自己生产绿
盒王老吉凉茶。双方曾约
定将租赁期限延长到 2020
年。但由于该协议被宣布
无效，广药集团成功收回了
王老吉商标的使用权。

可以说，王老吉被广药
集团收养，然而却是加多宝
养大养壮的。2002 年，加多
宝从广药集团租赁“王老
吉”，当年销售额为 1.8 亿
元，红罐王老吉 2011年销售
收入 160 亿元，超过可口可
乐。到 2012年，有机构评估
该商标价值 1080 亿元。也
许这个评估价格有夸大成
分，但是王老吉价值在加多
宝的经营下飞升则是事实。

如今“养子”可以赚大
钱了，却被“继父”收了回
去。加多宝是否会因此一
蹶不振？不一定。

消费者喜欢红罐王老
吉，据说是因为该饮料成分
有降火的功效。所以，如果
配方不变，且这一事实只要
被消费者广知，自然会让多
加宝重新崛起。加多宝养
大养壮原王老吉的另一个
法 宝 是 其 经 营 团 队 和 资
源。如果这个经营团队和
资源还在，用加多宝商标置
换过去的王老吉商标也并
非难事。毕竟，“王老吉”商
标对于凉茶产品和市场并
不具有独占性。

□陈东海（上海 学者）

加多宝失
“王老吉”：
商标≠品牌

■ 谈股论市

不能无视高速扩容对A股市场的危害
证监会发审委今日将对9家企业的新股发行申请进行审议，按照8小时工作时间计算，平均每53分钟将

决定一家公司的命运。管理层以如此“高效率”的节奏发行新股，其对交易市场所造成的压力可想而知。

“贪杯”的代价

■ 财经漫谭

据《21 世 纪 经 济 报
道》，2005 年份拉菲的保税
价已从2011年8月的10280
元 高 位 跌 至 目 前 的 6804
元，价格几乎被腰斩。多
位在上海从事红酒生意的
商人透露：“温州游资在
2011 年大举介入拉菲酒市
场，造成了价格的泡沫，随
着这一波拉菲酒价的下
跌，他们损失不少。”

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
理 研 究 中 心 日 前 发 布 的

《2012年度中国上市公司市
值管理绩效评价报告》指
出，2012年度中国A股上市
公司市值管理总体绩效较
2011年度明显回落，其中上
市公司的成长价值绩效以
及市值增长率均出现近6年
来的最低水平。

这个报告所说的“市值
管理绩效”，其实就是一个股
票在市场上的股价，将每一
个上市公司的股价乘以其总
股数，就是这个上市公司的
市值，将所有上市公司的市
值相加在一起，就是A股市

场的总市值。在一些发达国
家，其股市的总市值可以是
国内GDP的数倍。最近几
年，A股市场的市值也在不
断扩大，在本世纪的第一个
10年，甚至出现了10年涨10
倍的纪录，目前也已超过国
内的GDP。

但是，A股市场市值的
快速膨胀，依赖的 并 不 是
股价的上升，而是大量发
行的股票。特别是在最近
两年，尽管交易市场行情
十分低迷，但发行市场仍
然十分红火。因此，A股市
场出现了与全球其他市场
很不一样的一个景观：尽管

单个公司的股票市值在不
断下降，但市场总体的市值
却不跌反升。不过，尽管如
此，今年的市值增长率却已
经处于6年来的最低水平，
这说明，单个股票的价格下
跌已经十分严重，只是高速
扩容使这个严重的问题被
掩盖掉了。

实际上，在A股市场20
多年的历史上，高速扩容一
直是影响行情发展的一个
严重问题。尽管管理层在
引入资金方面也做了不少
工作，但相对于市场扩容上
的成效却起色不大。近几
年，这一问题出现了变本加

厉的趋势。此前有报道称，
证监会发审委今日（5月18
日）将对9家企业的新股发
行申请进行审议，按照每日
8小时工作时间计算，平均
每家公司的命运将在53分
钟内作出决定。管理层以
如此“高效率”的节奏发行
新股，其对交易市场所造成
的压力可想而知。

自郭树清就任证监会主
席以后，证监会对A股市场
努力进行基本制度的建设与
革新，但收效还不是很大，从
行情来看仍然在底部徘徊。
很显然，管理层的制度革新
虽然声势浩大，却回避了高

速扩容对市场的伤害这个
“老大难”问题。

其实，既然现阶段的新
股发行仍然实行审批制，管
理层就应该看到高速扩容对
市场压力这个现实问题，利
用审批权对其进行必要的调
节，而不应该将其简单地推
给市场。一个市场如果以牺
牲单个股票的市值来换取市
场总市值的膨胀，这样的发
展是没有意义的，它反而会
造成对投资者利益的伤害，
与管理层一直在大力倡导的
市场制度革新的原则也是背
道而驰的。
□周俊生（上海 财经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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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底以来，各地楼市成
交量纷纷出现反弹。根据中
国指数研究院相关报告，上
周国内六成城市楼市成交同
比上升，其中苏州、厦门、温
州、兰州、海口同比增幅在
100%以上。根据瑞银的报
告，其观察的38个商品住宅
市场在上周合计成交 39771
套，环比增长26.8%。

成交逆转的重要原因是
房企在库存持续增加以及资
金链愈发吃紧这“两座大山”
下“降价求量”效应越发显
著。不过，更重要的，在经济
下滑背景下，下调存款准备
金率以及各地出台的楼市微
调政策给置业者以“底部”的
预期，需求开始逐步释放。

4 月份宏观数据创新
低，表明中国经济仍处在下
行过程中。其中，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创 10 年来新低成
为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最
主要原因。而导致投资创
新低的推手则是房地产投
资大幅回落——前四月地
产投资三年来首次回落到
20%以下；房屋新开工面积
增速也在4月份转负。

纵观 10 年来中国宏观
经济变化及调控措施，在经
济下滑时，加快、超前进行
投资一向是政府启动保增
长的最优先、最有效、最常
用手段。据统计，从去年 8
月至今年 5 月 10 日，全国共
有 33 个城市在对现有楼市
政策进行微调了。微调内
容主要包括：上调公积金贷
款上限、扩大公积金提取范
围，放宽公积金申请期限；
调高普通住宅认定标准、减
免契税；甚至是直接补贴、

放松限购政策等。
当然直接与中央调控

精神背道而驰的微调全部
被叫停，但仍有28个城市政
策切实得到了落实。再结
合当前银行及有关部门关
于首套房的措施，总体上，
在倾向于直接管控而并非
市场调节的调控政策，在部
分环节上出现了松动。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
乐观前景和快速的城市化
进程，中国楼市不可能会像
历史上其他发达国家那样，
出现房价泡沫破裂后长期
持续下跌的情形。因此，房
价下跌的合理区间自始至
终处于多方利益重复博弈
中。地方政府在不违背当
前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前
提下，近期可能会采用一些
擦边球的方式来刺激房地

产市场。从政策角度而言，
房价进一步大幅下跌的可
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从本质上来看，房地产
调控可以看作是我国现阶段
经济结构调整的开始。上述
纠结的背后反映出我国经济
发展模式转型困难的现状，
在依靠房地产、基础设施建
设为主的投资性需求拉动经
济的发展模式上，中国已经
走了几十年，如何寻找新的
经济增长动力一直是各界共
同关心的问题，但很遗憾的
是，这一目标仍在“摸石头”
阶段。从这个角度讲，房地
产过热了压一压、经济增速
过缓了拉一拉也是某种意义
上的无奈之事，中国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必然是一个长期
的、艰巨的过程。

□史晨昱（北京 学者）

■ 一家之言

房价已丧失大幅下跌的基础
房地产过热了压一压、经济增速过缓了拉一拉是某种意义上的无奈

之事，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