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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城市民消费满意度调查活动
鹰城消费者信赖品牌展示

□光明

3月14日，有媒体报道说，有全
国人大代表建议，应该完善公司的
利润分配制度，增加上市公司强制
分红制度，同时建立上市公司发行
股票与分红挂钩的机制，以确保上
市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在投资
上市公司股票时，与分红机制挂钩。

强制上市公司分红，听起来有
点奇葩。但是，这个奇葩其实只是
上市公司盈利而不分红这个奇葩的
折射。在中国股市，上市公司盈利
而不分红，似已成为一种通行的做
法。在“就是不分红——你能怎么

着”的情况下，中小股东若想分享上
市公司的红利，则只有出手股票一
途：要么捂住股票继续当股东，要么
出手股票连本带利一次结清，想持
有盈利的股票持续分享红利，门都
没有。

对上市公司盈利不分红的这种
股市特色，人们大都已经见怪不
怪。前不久，也有人在媒体上向股
市主管机构喊话，请主管机构官员
注意那些盈利的上市公司给公司高
管一年奖励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却
不给股东分红一分钱的股市普遍现
象，呼吁股市主管机构出台保障上
市公司中小股东权益的办法。当

然，人们清楚，在股市里，权益代表
着利益，其所面对的也是利益。对
此，股市主管机构如何摆平这其中
的权益和利益，的确是一件难办的
事情。

之所以难办，是因为这些不分
红的公司，毕竟还敢说自己是盈利
的，中小股东出清股票毕竟还能赚
钱。而如果逼得太紧，动真格强制
分红，那么，一些盈利公司就会变成
不盈利甚至亏损的公司。

当然，那些盈利而不分红的上
市公司，其牛气哄哄的底气还来自
于股市上那些大量的不死不活、颓
而不败的公司的存在。有这些公司

作参照，盈利公司的分红问题就成
了一个并非紧迫的问题。许多自从
上市后就很少盈利，或者快要达到
强制退市标准时又能拉升一下业绩
的公司，在上市之前都能够满足连
续几年盈利的要求，在上市之后反
倒盈利不得甚至亏损连连，这其中
道理何在，其实也正是上市公司盈
利不分红的原因所在。

证监会在几年前也曾出台《关
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
的决定》，将上市公司再融资与现金
分红挂钩。这一规定貌似强制分
红，但其将定向增发排除在再融资
的范围之外，为上市公司规避这一

规定提供了通路。
显然，解决上市公司盈利不分

红的问题，并非只是靠强制那么简
单，必须综合施治。但是，如上述代
表所建议，在综合施治的步骤之前，
先采取一些强制或变相强制分红的
措施，让那些盈利的公司“红红脸”

“出出汗”，挤挤账面的水分，把数字
弄真实些，这也不失为保护中小股
东利益的一个可行办法。

而所谓综合施治，还需要修改
完善《公司法》《证券法》，将现金分
红与企业上市再融资以及退市制度
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护
中小股东的利益。

上市公司分红靠强制，奇葩但可行

□雨来

五一路农贸市场和湛南路早市
于近日被取缔，今天将正式移交道
路管理部门，只保留它们的道路功
能，昔日热闹的马路市场已成为历
史。几乎与此同时，湛河堤花鸟市
场也被取缔，商户被要求限期搬离，
还路于民、还景于民。市市场发展
服务中心表示，3 年内市区将取缔
所有马路市场。

取缔马路市场，鹰城市民怎么

看？
支持者有之。“占道经营本身就

是违法的，违法被取缔是必然的。
还路于民，大快人心。”

反对者也有之。“早市菜价全市
最便宜，市场取缔了，百姓生活成本
增加了，也没以前方便了。”

对支持者，我也表示支持。反
对者的意见也可以拿来讨论下。

仅就方便而言，其中存在悖
论。你所谓的方便，会对他人造成
不便。因为马路的功能毕竟是通

行，买菜是方便了，若你是行人，尤
其是开车乘车的行人，你还会觉得
方便吗？更不用说119来救火，120
来救人！

城市规划有各种功能，各功能
必然各归其所，这是城市发展的必
然趋势和结果。

另外再说说便宜这回事儿。市
区马路市场上的摊贩，大多来自郊
区的小户菜农，甚至是家里吃不完
才拿到早市来摆摊的，而稍大点规
模的，就去了火车站凌晨两点左右

就开始交易的批发市场，并不直供
市民。市民眼里的便宜，有时是这
些小户菜农不计成本所致。家有余
粮，卖即是得。何况他们也从不计
较人力和时间成本。从整个社会趋
势而言，这不是正常的商业模式，终
究会消失。

为什么呢？
现在，农民进城的越来越多，土

地肯定会从分散到集约经营，不远
的将来，农民会越来越专业化甚至
职业化。规模化的农产品种植，会

导致农民不可能来到你家附近的马
路摆摊，而是交由商业化的流水
线。这种供给侧的改变，将会决定
销售端的变化。因此，从趋势上
讲，小菜农以后会越来越少，你家
附近的马路市场，即使没有行政手
段取缔也会消失。这种趋势，你要
慢慢适应。

最后提醒下，不要过于迷恋小
农经济，工业化的农产品，更安全。

（相关报道见3月13日、14日
本报A3版）

莫留恋，马路市场不取缔也会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