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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

P13-P16

投资

熔断机制“速成”：

资本市场改革争议潜台词发声

1月4日，“熔断”成为资本市场的关注焦点。A

股以出人意料的暴跌直接触发熔断早早结束交易，

引发市场一片哗然。2016年是资本市场的改革年，

如同以往任何一次改革，争议也伴随着每一项改革

政策的推出。“熔断”这个角色如此快速的出场成为

这一判断的证明。 6版
G01-G04

金融

P2P监管时代

能否杜绝平台跑路？

产业

14家“僵尸车企”退市

还有70家将被“劝退”

汽车企业生产资质“终身制”的历史难题终于迎来

突破口，“僵尸企业”或将逐步退出市场。近日，工信部

对《特别公示车辆生产企业(第1批)公告》执行情况进

行通报，紧接着发布了第二批“劝退”车企名单，其中包

括整车生产企业7家、客车及运输类专用车生产企业

70家、摩托车生产企业15家，总数达到92家。 7版

在“e租宝”事件之后，网络借贷行业遭遇严重信

任危机，大型 P2P 平台迎来拐点。2015 年 12 月 28

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公布后，各方反应不一。为更加清晰

的了解学界和商界对这些问题的真实认识，《中国企

业报》记者与业界专家进行了多方探讨。 5版

人文

十大富豪八人“玩”电影

2015年12月26日，“2015年内地前十大富豪有8

人在玩电影”的消息，给了中国电影人一个“圣诞大礼

包。”紧接着，“2015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达440.69亿

元，同比增长48.7%”再次成为中国人的“新年大礼”。

虽然拍电影风险不小，但真的没能、也不可能阻挡住

“奔跑的资金”。 11版

产业

万科定增

新盟军呼之欲出

万科拟以新发行股份方式(A股或H股)及现金支付

方式，收购潜在卖方所持有的目标公司所有权益。最

终交易对价、交易结构及目标资产具体范围，将由双方

协商决定。万科的意图很明显——通过定增，寻求新

盟军。经过2015年12月23日深夜“万安”的示好后，

难免让人猜想万科的新盟军是否是安邦系。 7版

丁是钉

2016：中国经济屠狼之年

紫竹评论

狼到底还是来了。

就在很多人不相信有狼会来，甚至是觉得可以把狼

当做宠物玩耍的时候，狼们长大了，不是一只狼，而是成

群结队的狼们围攻而来。2016年的中国经济，注定是一

场没有退路的屠狼之战。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候，全中国都认为是

狼来了；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时候，也有很多人高喊

“狼来了”。可是，中国经济非但没有被“狼”咬伤，相反却

是一直以两位数以上的增速，在全球经济中独领风骚。

于是，“狼来了”在中国似乎成为一个“笑谈”。那些

提醒人们狼早晚会来的声音，要么是被嘲笑为“唱衰论”，

要么就是被定义成“阴谋论”。不少人开始坚信，宏观调

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金融危机或是经济衰退都只能是

在外国发生，中国经济一定会按照理想的意愿发展。

成功是一种能力，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麻醉品。

太过安逸的日子会让组织的竞争力退化，丧失对于

危险的敏感和警觉。很多经典的案例告诉我们，一场战

争往往不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输掉的，而恰恰是在占有压

倒性优势的时候失败的。最大的敌人不是战场上的对

手，而是麻痹的神经。

似乎是一路顺畅的中国经济沉迷于享受发展成果快

乐之中。

从这个角度讲，“狼来了”不失为是一件好事。

就在过去的2015年里，我们已经分明听到狼群逼近

的脚步声，还有格格作响的磨牙声。严重的产能过剩，已

经把钢铁、煤炭等行业逼到了全行业亏损的悬崖边上，僵

尸企业的比例超过15%；新一轮的破产倒闭风潮，正在向

大型企业袭来，国内第二大民营钢铁企业海鑫钢铁、连续

7年跻身民营企业500强的天地龙集团、可能导致银行坏

账达300亿的庄吉集团等都陷入破产噩运；金融风险开

始逐步向银行端侵入，各种理财产品兑付风险接连出现，

P2P平台“跑路”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四大国有银行利润

增速猛然降至1%以下，一年之间悉数告别“全球最赚钱

公司”的榜单；土地财政的萎缩，让一些地方财政滑向债

务危机的泥潭，个别地方已经发不出工资。从实体经济

到金融行业，从传统企业到创业型公司，中国经济正在经

历近几十年未遇的寒潮。

这一定还不是最困难的日子。最困难的时候还没有

到来。

和2015年相比，2016年的经济形势会更加严峻。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家企业的破产倒闭，都不

可能是孤立事件，通常都会波及和拖累相关企业。比如，

作为中兴、华为等公司一级供应商的福昌集团倒闭事件，

就涉及欠债总额约4亿元，导致几百家供应商的货款打

水漂，3800名工人讨要拖欠工资无门。已经发生在钢

铁、煤炭、房地产等领域的行业性风险，必然会向整个产

业链条的上下游及相关行业扩散和蔓延。这样一个连锁

反应的结果，显然会向广度和深度上传导，甚至会对经济

全局产生严重影响。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高估了困

难，而恰恰是低估甚至是忽视了风险。任何过于乐观的

论调，都可能招致致命的损失。更可怕的是，其错误信号

附着在一个“权威”身份上，更容易扰乱和误导民众对于

趋势的判断，鼓动起了企业家“大跃进”式的心态，不断调

高民众对于经济增长的预期。进而这种“民意”又会绑架

“政府态度”，增大高层进行科学决策的难度。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大的危机往往发生在歌舞升

平的氛围中。在2015年的“股灾”中，中国A股指数先是

猛涨后又暴跌。客观地说，如果没有甚嚣尘上的“国家牛

市”论、“改革牛市”论鼓噪，基本不会出现当时那种众多

股民“跑步进场”的“壮观”场景，A股的涨跌都应当会更

平稳些，很可能出现一个符合国家和股民意愿的“慢牛”

市场。既不会令许多股民血本无归，也不会导致国家队

被迫出手救市，以致花费上万亿资金并搭上国家信用。

和中国人的天性乐观不同，强烈的危机感让每个日

本人时刻绷紧着自己的神经。由于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有

着充分准备，尽管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但日本在地震中

所遭受的损失通常都很小，大量人员伤亡的情况更是少

有发生。

在中国的企业家中，华为董事长任正非似乎是一个

天生的悲观主义者。就在整个中国都看好华为的时候，

他自己却不断“唱衰”华为。在那篇后来被无数中国企业

家所推崇的《华为的冬天》里，他写道：“没有预见，没有预

防，就会冻死。那时，谁有棉衣，谁就活下来了”。华为能

够成为中国最成功的跨国企业，以及全球排名第一的电

信设备供应商，和任正非这种未雨绸缪的危机意识不无

关系。

说危机是一件好事，还在于危机能够凝聚起共识、凝

聚起力量。

（下转第六版）

设问10%：科技成果转化现状调查

●中科大“混合制”探索，3岁先研院怎样长成？

●60%用于开会出差，万亿科研经费去向何处？

●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0%，我们浪费了什么？

（相关报道详见第二至第四版）

雾霾倒逼园区治污模式生变 （相关报道详见第十六版）

（（相关报道详见相关报道详见GG0101、、GG0303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