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救市政策接连甩出“王炸”之
后，多空博弈变得更加激烈。昨日股市
高开低走，宽幅震荡，很多散户如坐过
山车，直呼太惊悚。而在此之前，很多
人尽管已经被深度套牢，依然坚信“援
军”救市将势如破竹。当然，这种自信
主要不是来自于专业的技术分析，而
是来自于监管层乐观的“股评”。

股市涨跌本属正常，但是6月中旬
以来沪深股市的暴跌前所未有，引起
了很多股民的恐慌和焦虑，造成了市
场的踩踏。如果放任恐慌蔓延，可能引

发系统性风险，影响社会稳定。监管层
连夜出招，力图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
这些回应都是及时的、必需的。此外还
要看到，救市是按照市场的规则进行
的，目的是挽回市场的理性，不是为了
确保大多数股民一定解套或者挣钱。
这就要求监管层在强调救市信心的
同时，还要防止引发股民不切实际的
期待，做好市场监管和风险提示。

在这轮股市暴跌之前，市场上
已经出现了错位现象。网络上有段
子说得很形象：机构在做散户的事，
追涨杀跌；散户在做监管的事，整天
想市场治理；监管在做机构的事，研
究股票估值过高或过低。股民炒股，
不去研究K线图，却把主要精力用于
分析监管层的态度，这一方面说明

当前的股市还未完全褪去“政策市”
的底色，另一方面也说明，监管层发
布的一些信号不够谨慎。

这次股市暴跌的一个很重要原
因是市场前期上涨过快，这基本没有
异议。至于前期上涨过快的原因，有人
认为是过度使用杠杆，融资规模过大，
也有人认为一些新股民不够理性，盲
目追涨。无论如何有一点是不能回避
的，那就是不少股民受到了信息误导。
面对前期的过快上涨，一些监管层人
员公开表示“上涨合理”，“合理上涨不
是资金牛，而是改革牛”，不少股民以
此言论判断大势，把牛市理解成“国家
战略”，最终失去了应有的理性。一些

“股神”之所以看“新闻联播”炒股，正
是想从中寻找监管层的态度。

股评家在点评股市时还要在最
后加一句“仅供参考，据此操作后果
自负”，而一些有官方背景的“股评”
反而不如股评家谨慎克制。如果以
不理性的方式去挽回市场的理性，
整个过程当然是难上加难。目前，救
市刚刚开始，各种政策能见多大效
果，还需实践检验。这次难度超前的
救市应让监管层从此更清醒，改革
牛固然会到来，但是也不要把它与
预期牛混为一谈。回首中国股市的
历程也能看到，即便是改革进程中
依然有牛熊交替的市场波动。所以，
股市越是出现快涨的趋势，监管层
越要谨慎，不要轻言牛市到来或者
一定会涨到多少点。否则，市场可能
会让人很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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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媒体视点

高校之“名”

别靠商标抢注

为什么学校简称还会有人争？
还是因为品牌。可仔细想想，学术
成就和人才培养都摆在那里，想混
也混不像。真分不清楚的人，也不
是这些学校的关注对象。话说回
来，以北京打头的大学很多，有第
二个敢简称“北大”的吗？没有，因
为北京大学名牌响亮，再自称“北
大”，会让人笑话。

所以说，核准也好，注册商标
也好，都是自我保护的措施，是对
的。但要总纠结在名字上，甚至是
简称上，似乎无此必要。南京大学
历史可追溯到110多年前，不怕混
的自信心还是要有的；至于南昌大
学，也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了，用得

着靠个简称去谋上位吗？要真这么
想，等于是自降身价、自贬校格，所
以这件事情上亦不应固执，人家不
乐意，改回“昌大”就是。

争名号争简称这个事，乍一看
就是一笑话，可仔细想，里面还是
有不少内容的。努力做好自己，把
时间精力都用到科研、教学上，靠
本事立足，是高校的本分。规范学
校名称，建立规则制度，保护正规
高校品牌，则是教育部必须做的工
作。面对纠纷，希望高校和教育管
理者都能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往小
说，别让人看笑话、看闹剧，往大
说，杜绝浑水摸鱼欺世盗名。怎么
说，这争议还是挺有意义的。（摘自

《法制晚报》，作者程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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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卖家悔约，只能依法裁决

□张立美

“3·30新政”之后，深圳房价疯狂
暴涨，不少卖家宁可违约也要将房子
夺回。（7月6日人民网）

房价下跌时，一些买了高价房的
业主要求开发商退房，乃至打砸开发
商的营业部。现在房价上涨了，一些房
主又要收回卖出去的房子。买房悔约
与卖房悔约相互交替出现，说明很多
普通市民尤其是想着依靠房屋投资赚
钱的炒房客们，缺乏起码的契约意识
精神，才做出了这种有悖现代商业行
为准则的事情。

当然，道德谴责解决不了问题，眼
下最要紧的就是想办法解决纠纷。不

管是买房悔约，还是卖房悔约，终究属
于商业纠纷、民事纠纷。因此，对于此
类纠纷，处理的渠道最终应当回归法
律层面，要按照购房合同和法律法规
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特别是在买卖
双方私下协商解决无果的情况下，只
能走法律途径，依靠法院判决解决。至
于违法违规的抢房行为，则应受到法
律的制裁。

或许很多人从情感上还会感到不
公，因为在房价暴涨的节奏之下，卖房
者即便承担违约责任，也可从中获利。
对此，需要明确一个原则，那就是要严
格按照现行法律决定房屋归属，哪怕
最终结果对违约者有利。法院所能做
的，就是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之内，尽
可能地提高违约成本。至于相关的法
律条款在此事件之后是否做出修改，
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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