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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近意远 似少实多

□光明

摘要┃在中国被认为是学术
表现好、学术诚实或起码说得过
去，并不违规的学生，到了美国那
里却全都变成了学术表现差或学
术不诚实，这是为什么？

昨天，去年有 8000 多名留美
中国学生被开除的消息被各个媒
体争相转载。消息说，在被开除的
8000多名留美学生中，有80.55%约
6500名学生是因为学术表现差或
学术不诚实；以年龄计，则有88.7%
的被开除学生在18-25岁之间；以
攻读学位计，约79%的被开除学生

是本科或硕士学位在读生。
有关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

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就有27万。因
此，在几十万留美学生中，8000可
能并不是一个大数字。但是，
8000 这个数字在几十万中的占
比，却不是一个小数字。而且，如
果细究这个占比，难免会让中国
的高等教育甚或整个中国教育

“躺枪”。
问题更在于，中国在美留学

的几十万学生中，去年一年就有
6500名学生因此被开除，那么，中
国几百万、上千万在校大学生、硕
士生和博士生中，又有几个人因
为学术表现差或学术不诚实而被

开除，或者哪怕是仅仅受到纪律
处分了呢？如果这个数字很小，
甚至趋于无，那么，只能说那6500
名受过中国基础教育或大学教育
的学生是“南桔北枳”——到美国
反而学坏了。

不过，另一个可能合理的解
释，就是中美两国对学术表现差
或学术不诚实的认知及标准不
同。在中国被认为是学术表现
好、学术诚实或起码说得过去、不
违规的学生，到了美国那里却全
都变成了学术表现差或学术不诚
实。如果是这样，中国的高等教
育，甚至基础教育的标准，就应该
反思了。

有意思的是，昨天还有媒体
曝光了准备参选美国下届总统的
惠普前 CEO 卡莉·费奥里娜的

“辱华”言论，其中涉及到中美教
育比较。报道说，费奥里娜在美
国艾奥瓦州和一群政治博客写手
聊天时称：“中国人没有创业精
神，也没有创新意识，还很‘缺乏
想象力’。”

对于上述言论是否涉嫌“辱
华”，也许会形成仁智之争。但
是，8000 多名留美中国学生被开
除的事实，却真切地反映了中美
教育在多方面的不同。

中国留学生用脚投票的同
时，还须记牢：穿新鞋，得走正道。

8000留美学生被开除，何止教育“躺枪”

在我国，政策规定是可以执行
得“非常好”的，连“证明你妈是你
妈”都想得出，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可惜的是，有关部门只把这股认真
劲用到了限制普通老百姓的权利
上，却没有用到监督、约束官员的权
力上。

——教育学者熊丙奇撰文说

@新浪证券：上证指数、深成
指创业板指数 28 日迎来暴跌。股
市涨跌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在过去
40个交易日当中，股市有19天在下
午1:20-2:20这一小时内下挫，是上
海证券交易所开市期间跌势最连贯
的一小时。这股跌势的背后推手何
在？

@光远看经济（经济学家马
光远）：中国人最终要通过资本市场
配置自己的投资，这是必然趋势。
未来资本市场一定是中国人真正投
资的重要场所，金融一定会为绝大
多数人的财富服务。就此而言，让
资本市场真正健康起来，让制度建
设和监管跟上股指上涨的速度，让
中国人既不全面狂欢，也不将股市
视为赌场，这是管理层十年内必须
完成的使命。

我对资本市场没有任何成见，
资本市场在一个国家经济软实力中
的重要性已经为所有人所认识，建
立强大的资本市场可以说是几乎所
有中国人的经济梦想。只是，我们
的制度建设、我们的监管、我们的理
念距离我们的期待太远。众所周
知，仅仅靠股指并不带来资本市场
的地位和强大。

@刘戈（财经评论员）：股市的
钱要想真正作用于实体经济，需要
一个缓慢的过程。但如果中国股市
继续演义最近几周的非理性上涨，
牛市就可能以大崩盘的方式提前结
束。那么股市支持实体经济的设想
就会成为泡影。 因此对于监管部
门来说，决不能因为出于保护牛市，
就对违法违规恶意操纵股市的现象
手下留情。

@曹中铭（财经作家）：牛市不
仅是投资者财富增值的最好时期，
实际上也是产业资本的收获季节。
自 A 股实现全流通以来，产业资本
的减持套现就络绎不绝，在每一轮
反弹行情的背后更是如此。如今A
股正处于牛市行情中，产业资本的
减持套现更显活跃。值得注意的
是，今年以来，产业资本减持套现有
加速的迹象。虽然在目前牛市背景
下，在增量资金跑步进场的情形下，
市场并不缺乏资金。但股价越上
涨，只会引来产业资本的加速套现
行为。而一旦牛市走完，其后果将
慢慢呈现出来。

@LifeTime（职业投资人）：面对
全民炒股热，官方应该考虑的社会性
风险后果。美国有些好的做法值得
借鉴：1.强调、鼓励养老储蓄。2.高频
强调养老账户投资风险。3.专业机构
代理投资是主流。全世界股票市场
都是亏的多赚的少，这种历史性规
律还没有例外。

@但斌（投资公司董事长）：大
盘从2000点上涨以来，还从来没有
像样的调整。巨大涨幅之下，调整
调整很正常。这波牛市行情的背景
是减息降准，国家也希望通过资本
市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调结构，这
个过程会非常漫长，也需要资本市
场有一个着眼长远的发展。第一波
快速上涨的牛市吸引了全社会的关
注，也在预期之中，未来应该会有更
好的表现。但也许快牛走势结束，
估计调整之后有走出慢牛的可能
性。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A股暴跌
为何总在下午？

□刘雪松

摘要┃宋利倒下，起于微博
骂架，终于“带出”长长一根贪腐
链，这戏剧化的情节，正是“小圈
子化”官场生态沉疴的投射。这
其中的靠山吃山等现象，值得当
下引为镜鉴。

短短时间从报纸发行员，摇
身变成《人民代表报》摄影记者，
继而当上副总编，身价千万，这故
事够“励志”吧！只可惜，这“成功
学神话”终因一场微博掐架被戳
破泡沫。太原女子宋利的“起伏
人生”，因贪污 6359.65 万元一审
被判死缓，近日被媒体聚焦。

宋利的“传奇”令人咂舌，更让

人咂舌的，是她倒下的方式：如果
不是她在微博上与别人对骂，恐怕
她不会在网民人肉与“搭车举报”
中坠落。二人对骂的情节说来很
戏剧化：网上相互揭短后，宋利扬
言要开着电视直播车去直播对方
的贪腐行为，结果反被揪出一屁股
不干净。结果她被查明，短短两年
左右时间，贪污数额6000多万元。

更戏剧化的，是宋利案引发
的“连锁震荡”：如果不是她出事，
其情人、长治市原市长张保也不
会这么快被“带出”。而根据媒体
梳理，宋利裙裾扇起的风浪，被淹
的远远不止张保，包括山西煤运
和三元煤业两老总等落马官员，
都能在这个女人身上找到应声落
马的关联。所以说，整个剧情像

一根无形的链条，一官拴着一官，
一环扣着一环。

在这部连续剧中，最耐人寻味
的，还是宋利与市长情人张保的关
系细节。这位看似被宋利倾倒的
前市长，落马后将二者扭曲的关系
归结为宋利的轻浮挑逗。但事实
上，两人之间还有着利益盘算——
张保希望通过这个女人向更高的
权力攀爬。他自己也承认，“在与
她的接触中，看到和听到她与一些
有身份的人交往……感到她手眼
通天，就想沾她的光”。

与“有身份的人”的交往，情
人市长为其站台，都为宋利的权
力加重砝码。其他官员也看中了
她背后的更高权力关系而趋之若
鹜。至于她身后究竟有没有更大

的权力后盾、后盾究竟是谁，有些
人并不了解。

对宋利来说，她是“狐假虎威”
里的狐，而她要的就是这种似是而
非、若隐若现的权力游戏效果：谁
都不知道她后边的老虎有多大、有
多少。正因为如此，更有利于她在
一些官员之间施展舞袖。

宋利长袖善舞，不是取决于
个人的掐指妙算，而是取决于蝇
营狗苟的官场生态。究其根本，
是权力小圈子化、靠山吃山的病
变，给了宋利式人物展示手腕的
空间。她的身边，站着的是一个
对姿色与权力垂涎三尺的群体，
他们的贪相，丝毫不比宋利文
雅。这场权力游戏给人的反思，
却远没到收尾的时候。

微博对骂，也能掀起一场反贪大戏

@微言博议

□敬一山

摘要┃在扭曲的政商关系中
如鱼得水的官员，往往是所谓的

“能官干吏”。他们利用企业家，
也被企业家利用，在深度合谋下，
实现了“共赢”。

中国病态的政商关系，在大
力反腐的进程中被一再呈现。最
近的主角，是赵晋。

赵晋，其父曾位居江苏省委
常委。在乃父的庇荫下，赵晋 21
岁便建立公司涉足商业，此后 20
年时间纵横大江南北。2014 年，
这位土豪“失踪”，有消息说是被
相关部门控制。

看看能和他相联系的官员
名字，就知道他曾在多少地方呼
风唤雨——天津市公安局原局

长武长顺，济南市原市委书记王
敏，国家行政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何家成……实际的官员名单，显
然远远不止这些。

官商勾结的故事我们听过太
多，主题大体相同，有差异的只是
细节。“赵衙内”的故事让人深感
触动的是，他始终专注房地产领
域，在多个城市遗留下问题重重
的住宅，但在官员的保护伞下，居
民往往维权无门。在买房的人眼
中，官商勾结不是空洞的词汇，其
遗留下的危害，一辈子难以抹去。

“赵衙内”的发迹史，是一部
企业野蛮生长的大戏，这出戏在
过去20年具有相当典型性。其后
更大的背景，是政府主导下的“赶
超式”发展。地方政府深度介入
经济发展，需要一些精明的企业
家将土地等资源收益最大化。与

此同时，官员所掌控的权力，也得
到了利益最大化的机会。

可以看到，“赵衙内”从地方
政府所得到的好处，不仅是优质
的土地资源，还有权力所提供的
各种保护。这种保护既为了明面
上的政绩，也为了暗地里的利
益。官员对商人的纵容和勾结，
是“发展经济”这一堂皇理由下生
长出的“恶之花”。在扭曲的政商
关系中如鱼得水的官员，往往是
所谓的“能官干吏”。他们利用企
业家，也被企业家利用，在深度合
谋下，实现了“共赢”。

所以，反思畸形的政商关系，
除了反腐逻辑下的约束权力，更
重要的是反思政府在发展经济中
的角色。因政商关系而广受关注
的王健林说，他处理该问题的原
则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但

同是知名企业家的王石曾有疑
问：“若薄（熙来）不出事，企业家
能躲过他吗？”重建良性的政商关
系，无法回避“王石之问”。

最近，“权威人士”在《人民日
报》谈经济形势时提到——党和
政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明
确的，对企业家的支持是一贯
的。如果从政商关系的角度理解
这句话，企业家是市场化发展的

“主角”，政府的角色是“支持”。最
好的支持，显然不是过去常见的利
益至上、不分是非的“保护”，更不
是越俎代庖地导演企业发迹大戏，
而是提供透明、法治的环境。

互联网+时代，创业风起云
涌，辨明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
的角色，重构健康的政商关系，是
对所有企业家或潜在企业家最好
的支持。

“衙内”倒了，政商关系正常了吗

推动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是发展
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也是新一轮农村改革
的基本方向。 然而，资本的逐利天性使得
一些工商资本下乡片面追求利润。一些工
商资本“心术不正”，到农村“挂羊头卖狗
肉”，以农业为名大搞非农建设。更有一些
工商资本下乡不是盯着农业，而是瞄准国家
对农业相关的扶持政策去的，把很大精力用
在部门公关、挖空心思抢占各种补助和项目
扶持资金上，无心正常经营土地，任凭流转
到手中的大片良田荒芜。（新华）

谨防“占农地套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