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关钱紧老板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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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郁葱葱的汉拿山上，一排排白墙青瓦的
小楼隐现其间，与周围环境相映成趣，这就是绿
地在韩国济州岛开发的汉拿山小镇。借着韩国
要提高移民门槛的时机，这里的房子因为购房
即可移民，四五百万一套的别墅卖得只剩下八
套。这样的价位，在济州岛算是高档房了。

这是去年中秋节，笔者去济州岛看到的绿
地海外项目的火热一幕。售楼小姐还说，全年的
销售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几套房子要提价
卖。

行业寒冬期还敢提价，绿地的底气源于踏
准了节奏，海外开发抢占了先机。这不，2014年业
绩出来了，在销售金额、销售面积上绿地超越万
科，终于坐上了房地产业老大的位置。

万科与绿地的“第一之争”也不是一两年
了，万科做老大已经很久了，上次被超越还是在
2004年，这一次则是在中国房地产业的寒冬期。

在笔者看来，老大位置之争，实质上是发展
模式之争，一个是深耕中国的思维，一个是全球
化的发展战略。日前有媒体在网上搞评选，万科
还是大家心目中的老大。但在急转直下的市场
环境中，房地产江湖迎来一个关键性转折，先行
一步的那个人最终成了赢家。这就好比在此次
房地产萧条前，万科总是踩准了政府房产调控
的节点，每次都是“房产新政”的受益者。

此次万科被绿地超越，绿地第一时间就宣布
了这一消息。当时，万科官方微信以“你们懂的”来
回应。而绿地则回应了“上天、入地、出海”这六个
字，表明自己靠这三大武器来超越万科的。

拓展海外市场，布局超高层建筑、投资地铁
产业，这是绿地的节奏。相比之下，万科以住宅
为主的产品线就显得单一很多。若说努力，万科
在专业程度上要比绿地下工夫，比如像造汽车
一样造房子，实现住宅工业化生产，这在国内都
属于先行者。但趋势看得太早，适合做先知，但
运用在商业上，就容易成先烈。谁踩准了市场的
节奏，市场才会用效益回报。

互联网大佬轻松击垮了房地产大佬，登上
首富宝座。不是房地产不行，也不是互联网太牛
逼，而是社会趋势转化很快。万科还在专注做住
宅，而绿地却早一步看到了房产市场的新趋势
顺势而为，在与万科的“第一之争”中，终于扳回
了一局。

跨界经营的轻与重

□张頔

小米把手机做出名堂之后，一个劲地推出
新产品，一开始还是IT领域的小米盒子、小米
移动电源，但最近连空气净化器都能生产了。
所以和雷军打过赌的董阿姨有些看不过去了，
说人家没什么专利、和小偷没什么区别，而且
又放言，“我要做手机，分分钟，太容易了”、“做
手机肯定会超过小米”。

在这场口水战的背后，可以感觉到，多元
化的跨业经营好像对企业来说已经是“分分
钟”就能轻易实现的了。按照互联网企业的思
维，跨业经营只需要有个产品经理就齐活了：
先去了解用户需求、琢磨怎么提高消费体验，
再找个靠谱的代工厂加工，口碑经营、病毒营
销靠着网络渠道就把产品卖出去了。

笔者最近去泰安采访山东康平纳集团时，
却感受到了一家传统企业跨界的勇气和付出。

这家企业最早从毛纺厂起家，2002年，企业
负责人陈队范想从国外引进一套更加先进的
设备来提高生产效率，于是去了欧洲考察。参
观了几家机械厂商之后，在感叹外国纺织机械
性能优良的同时，陈队范还被这些成套设备的
高价震动了。要生产出多少布料才能换来一台
机器呢？要是我们自己也能生产机械，那企业
不是更有发展前景吗？

纺织企业之中，跨界经营的也有不少，不
过基本上是从产业的上游到下游，也就是从面
料到成衣；而从纺织厂升级为机械制造商，却
是行业内鲜见了。“我们了解纺织工艺的技术
需求，如何实现这些需求就要和机械研发部门
合作了。”打定主意后，陈队范就开始四处联系
科研机构。

在国内机械设计的分类之中，并没有纺织
机械这样一个门类。当陈队范找到机械科学总
院的专家时，他们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康平纳
集团和机械总院的重点实验室组建了“纺织染
整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这个研发团队
里，机械总院有30人，这些工科出身的高材生先
是泡在纺织车间里研究生产工艺，然后才琢磨
如何进行机械设计才能合理高效。

经过6年攻关，生产线终于组装成功，并拿
到了32项自主知识产权，企业累计投入1 . 3亿
元。付出这样的成本后，康平纳的这套自动化
设备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而且自主研发所带
来的优势让国内同行很难超越，三五年内企业
纺织机械的年产值就能达到7个亿。

互联网企业跨界身形轻灵，重在整合行业
资源；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跨界更扎实厚重，
但这一跨，可就跨到了行业的最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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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与股民谁判断更准

2 0 0 7
年，不少经
济学家不断
提醒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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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泡沫，股
市很快会下
跌。但股市
却在警告声
中 不 断 上
涨。而且股
市反馈的结
果 一 再 证
明，经济学
家对基本面
的判断是错
误的，而散
户却是正确
的。

绿地凭什么和万科争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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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忙着卖楼，收拾残局，被银行给害
了。”说这番话的是省城一家铁矿石贸易商。年
关将近，这段时间他最忙的就是想办法对付银
行“催债”。

他卖的楼，是前几年钢铁行情好时一口气
买下的一层约2000平方米的写字楼。作为给省
内几家钢厂配套铁矿石的原料商，这位老板前
几年的日子很风光，不但订单稳定，而且现金流
充足。正是看到这种“大好形势”，银行一个劲地
劝他扩大规模。“当时主动上门服务，求着你贷
款，给的利率也很优惠。”在银行支持下，老板不
免花钱有些“任性”，现在要处理的写字楼就是
当时买下的。据他说，2000平米中自己公司只用
很小一部分，大部分面积都是闲置。

然而风云突变，钢铁业的低迷让银行态度
大变，当初满脸堆笑，现在则一个劲地催还款。

“现在资金链紧张，拿什么还？只能先把楼卖掉
再说。”这位老板向笔者抱怨。

经过这一阵狼狈，这位老板也在反思到底该
怎样做企业以及如何和银行处关系。“银行看重的
还是你的规模，尤其形势好的时候，总是催着你做
大。而我要什么呢?规模扩张那么大，摊子一下子
铺开了，细算下来并没有多挣多少钱，所以企业发
展还是得看效益，说白了就是利润。”

的确，每到年末，各位企业老板恐怕最焦虑的
就是钱的问题。前些天，企业圈一位朋友同笔者
交流时透露，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本省某
大型民营企业的一把手露面了，甚至每月、每季
度例行的高管经营调度会也不见他参加。有人
就揣测，他会不会“脚底抹油”了。

后来，笔者通过别的渠道了解到，虽然不是
跑路，但该老板的“消失”同样跟钱有关系。原来
这家公司最近正在筹划上马一个新的生产项
目，但资金难题横亘在面前。虽然作为地方上的
龙头企业，政府、银行都比较关照，但目前的经
济形势下，各方对出钱都非常敏感。不得已，老
板只有亲自出马，通过多年积累的人脉资源跑
到香港，试图在那里运作一个十几亿的融资计
划。结果在香港一连待了数周，没想到就被怀疑

“跑路”了。
其实，所谓的“钱紧”正是实体经济惨淡的

写照，尤其是山东的民营企业圈，连上述大企业
都如此艰难维持，一些中小民营制造企业的处
境可想而知。笔者此前在日照采访时也曾见到，
一些生产加工型企业的老板其实对所谓的企业
经营看得很淡。从面上看，企业的生产线仍在开
动，员工们照常上班，但实际上还完贷款开完工
资，刨除成本，一年基本白忙活，如果赶上形势
不好或下游客户拖欠款项，那么脆弱的资金链
随时面临断掉，如此境况，的确引人忧虑。

当然了，市场经济总有风险，企业无时无刻
不在迎接各种挑战，钱紧只是其中之一，这只能
证明新常态下“适者生存”这条残酷的法则。

中国经济有多严峻，看看近半年的GDP、
CPI、PPI、PMI数据就明白个大概。不过，让人大
跌眼镜的是，虽然经济基本面表现不佳，但是A

股市场却牛气冲天，两者显著背离。
A股于2014年11月下旬开启“疯牛模式”后，

各路资金纷纷抢跑入市，A股史上单日成交纪
录不断被刷新，12月9日，成交金额更是刷新世
界纪录，达到12665亿元。

这和当年的大牛市情形迥然相异。2007年
有股改红利这个实质性利好，另外宏观经济景
气度持续处于历史高位。那么现在呢？A股这么
多钱又是哪来的？

股市是任性的，而这个任性情绪的制造者
就是股民。香港股市有个大名鼎鼎的“丁蟹效
应”，每当郑少秋主演的电视剧播放时，不少股
民便进行恐惧性抛售，从而导致股市暴跌。

2007年大牛市时，有不少经济学家不断的
提醒股民股市泡沫出现了。但是，股市却在经
济学家不断的警告声中不断上涨，于是股民继
续疯狂地往股市里砸钱，然而，就在大家都认
为股市还将大涨的时候，由于危机感强烈的人
不断抛售，加上新生力量越来越少，股市开始
一路下跌。在不断下跌中，人们下跌的意识不
断被强化，纷纷抛售，最后股市从6000多点一路
下跌回3000多点，下跌中形成了负反馈。

虽然股市的情绪飘忽不定，但是这种类似
规律性的异常现象却被索罗斯这样的做空资
金掌握，反身斩获收益，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击
溃英镑的大攻击就足以说明问题。

如果股民的情绪能左右股市和基本面的话，
那么，这种情绪能不能被量化？投资者的恐惧与
贪婪能不能被精确捕捉从而指导机构投资？美国
有家公司通过分析推特的数据文本，比如每分钟
更新的心情状况，包括害怕、神奇、快乐、冲突等，
将这些社交言论信息量化，这些数据可有效预测
未来股市活跃度及股价走势的变化。

□刘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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