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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资本市场处于“打新”热中，不论是机构

投资者，还是中小投资者，对新股交易热情如火。据

笔者观察，目前上市的 30 多只新股中，除了个别股

票，绝大部分新股股价均在上市首日出现非理性飙

升，被频频停牌。

其实，不光是对新股，A 股市场素有题材至上的

炒作之风。上市公司只要有题材，会讲故事，即使业

绩四面楚歌，股价照样一飞冲天。去年 11 月，昌九

生化连续 10 个跌停板的悲剧，根源就在那虚晃一枪

的重组故事。

与短炒相生相伴的，是投资的悲观主义。因为不

是以质论价，一旦市场走势低迷，投资者就会悲观失

望，继而低价杀跌，“割肉”解套。这种投资的浮躁

情绪不仅存在于投资者，也存在于上市公司。比如，

现在沪深股市有超过 150 家上市公司的股价跌破了净

资产，银行类上市公司几乎全军覆没，却鲜有公司用

回购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市值，甚至有公司还在投资

银行理财产品以搏短期收益。

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都懂得用股票回

购等多种手段管理市值，保持自己的股价相对稳定。

而 A 股市场这种浮躁的“搏短”氛围，是造成市场股

价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 A 股稍

有涨势，立即就涌出众多的获利盘，或掀起巨大减持

浪潮的原因。眼下，A 股市场整体估值仅在 10 倍左

右，这已引来 QFII 在岁末年初的“加速度”投资，

但投资者们却仍在争相投资市盈率已经很高的新股和

题材股。

股市涨跌就如潮起潮落，是市场的自然现象。

理性的投资者应该是“潮起时扬帆远航，潮落时修

船织网”，以平常心和价值论来对待起伏不定的股

市涨跌。坚持价值投资者终将收获不菲，譬如巴菲

特。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和美国的股市完全不同，

其实不然，价格向价值回归是市场的铁律。

近几年 A 股市场的确不给力。表面上看，和我国

热点频出的经济发展态势不同步，因而被调侃为“熊

冠全球”。进入 2014 年后，又遇 IPO 重启的新股改革

失利，大盘“跌跌不休”，甚至一度击穿了被市场视

为生命线的 2000点。

其实，大可不必悲观，A 股走强是必然的事。老

话常讲：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A 股市场的

改革发展本身不可能一蹴而就，反复当属必然。而且

从近期看，政策面、资金面、市场价值面的合力效应

已融入 A 股的步伐，市场正悄然启动。

政策面上，从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经济工作会

议，到最近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传达出的金融财

税、国有企业重组、土地流转、文化传媒等政策利好

正逐步兑现；而证监会去年以来针对 A 股实施的一系

列市场改革，特别是近日再次强调要归还市场更多权

利，无疑将提振市场信心，有利于 A 股的长远发展。

资金面上，近期央行连续释放的流动性，等于为

A 股启动加了“燃油”。

A 股市场走强，是每个投资者的梦想。但梦想成

真的过程是漫长的，需要投资者用发展的眼光、理性

的态度、极大的耐心去支持改革。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公安机关要坚决打

破“不找人难办事”的潜规则，让群众不用找人就能

很方便地办成事。

近些年，“不找人难办事”在某些地方、单位或

行业甚至成了“潜规则”。个别工作人员甚至故意设

置障碍，百般刁难，群众只好想方设法“找人”。

久而久之，一有事就想到“找人”办，自然也成

许多人的共识。而正常靠制度、靠法制可以完成的

事，到最后都要事事求人，处处找人。这不仅使人际

关系复杂变味，更催生出权钱交易，“人脉”、“人

情”也变成比规章制度更重要的因素。这无疑损害了

社会诚信和社会公平，损坏了风气，可谓害莫大焉。

“找人”的另一面，也会衍生出不给好处不办

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找人”其

实是一个“检漏器”。期待更多部门将“不找人难办

事”潜规则拒之门外。

“十面霾伏”让人产生“雾霾焦虑”，人人都期待霾尽蓝天

现。这种急切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治霾将

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毕其功于一役的期待并不现实。

治理雾霾要打持久战，因为雾霾的成因是复杂的，既有人

类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也有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因素。

雾霾的源头多种多样，比如汽车尾气、工业排放、建筑扬尘、

垃圾焚烧等等，雾霾天气通常是多种污染源混合作用形成的。

雾霾的形成既有“元凶”，也有“帮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

雾霾成因也不尽相同，只有厘清成因，才能科学施策。这就需

要精确监测、分析数据，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

治理雾霾要打持久战，因为雾霾的背后隐藏着发展方式、

产业结构、消费观念、生活习惯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城市

化、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矛盾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解决。过

去，一些地方盲目追求 GDP，招商引资“饥不择食”甚至

“饮鸩止渴”，“先污染后治理”，后遗症至今难治。再看产能过

剩症，我国水泥实际年产高达近 19 亿吨，几乎等于世界其他

国家产量总和；粗钢实际产能 6.26 亿吨，为其余经合组织成员

之和。国家屡出重拳化解产能过剩，但消化这些高耗能高污染

的过剩产能尚需时日。谈到消费观念，不少人都知道环境被破

坏不好，可是谁也不愿改变自己破坏环境的行动。改变这些，

都需要过程。

看看国外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也会让我们对治理雾霾的

长期性、艰巨性的认识更加理性。英国从 1952 年开始出现严

重雾霾，经过 20 年的治理，到 1972 年才摘掉“雾都”帽子；

德国鲁尔工业区 1964 年空气中二氧化硫的浓度约为 206 微克每

立方米，经多方治理，2007年才下降至 8微克每立方米。

不久前，国家出台的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提出，用

10 年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通过重金投入、强制减排、

联防联控机制建设，“全国一盘棋”的统筹治霾思维将是治本

之策。这既让我们看到了政府部门打响治理大气污染攻坚战的

决心，也让我们对大气污染防治的目标有个理性的预期。

从表面看，大气污染是急症，人们总期待有“速效药”，

但实际上，雾霾是“慢性病”，“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除了要采取各种局部性和临时性的措施外，还需进行长期调

理。只有理性研判形势，充分认识治理雾霾的长期性、艰巨

性、复杂性，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才能摒弃急于求成的急躁

心理，辨证施策、标本兼治，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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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看，大气污染是急症，人们总期

待有“速效药”，但实际上，它是“慢性

病”，要彻底治理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近日，作为上市公司的酒鬼酒出现咄咄怪事，其子公司有1亿元银行存款涉嫌被人分3次盗领，目前警方

正在调查。涉案1亿元，资金不可谓不大；前后分3次，作案周期不可谓不长。可即便如此，资金仍被“大摇大

摆”地转出，这折射出部分上市公司不可忽视的财务安全漏洞和财务制度缺失。 （时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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