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有五样事情，我们不必去管。但当我
们年轻的时候，非要去管,渐渐，我们发现管不
了，就不再去管了。这时我们就长大了。

谁生了我们，我们不必管。以后的人生，
我们会一次次审视自己的父母， 我们可能有
诸多不满意，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接受这样
的事实。

我们的长相，不必去管。每个人都爱美，
很想自己长得美，有这样的想法不是问题。但
我们生成什么样，基本上就是那样，不要指望
它大的改观。长相只是人的外包装，好的商品
总是更注重自身的品质。

过去发生的事，不必去管。生活难免有各
样的破碎，人难免会为人生的破碎而伤心。当
生活中发生大大小小的破碎之时， 我看到许
多成人，反复说“我不要这样！”实际上，他们
只是恐惧，或者想逃避。

别人的想法，不必去管。我们太想别人对
我们有好看法， 太害怕别人对我们有不好的
看法， 以致我们说话做事， 太在意别人怎么
想，反而不去管自己怎么想。岂不知，我们自
己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 收集一千个别人的
想法，还不如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按自己的想
法去做，去做成一件事。

老天爷的事情，不必去管。老天爷管的事，是
自然的事。我们不是宇宙的总经理，我们是宇宙
中的一分子。我们是人，就做人分内的事情。

人生有许多事情
需要去管，不必在管不
了的事情上花费心思
和精力。那些能够想到
这一点，并且这样去做
的人，才能充分实现自
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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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助跑纯文学？
高粱红了，中国大地一片欢腾。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独树一帜：“这

次获奖可以视作是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崛起的
肯定，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成就的肯定。”

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陈村不认为莫言获奖
是对中国作家整体水平的肯定：“莫言得奖并不
表示中国整体的文学成就已经居于世界之巅，中
国文学未来的发展道路仍任重道远。”

这种鼓励有没有可能落到实处？莫言获奖之
后，国家的投入会不会可能加大？多少年铁打不
动的文学期刊稿费标准会不会提高？对文学新人
的帮助会不会更加给力？应该来说，这些潜在的
可能性估计会往积极的方向走，虽然，中国能否
产生第二位诺奖得主，还得看个人造化。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说：“莫言的
获奖肯定会提升华语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 也会
提升本土作家的文学自信心， 原来读者老是抨击
中国文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现在可能更为宽容
地看待中国文学。而且，莫言得奖会让更多年轻的
文学爱好者走到严肃文学的创作中来， 不再将赚
钱或快餐文学作为自己的文学目标， 也会在一段
时间内使普通读者加大对原创文学的关注。”

莫言说莫言热可能一个月后就会复归平静，
那么到那个时候， 严肃
文学的冬天是否又要来
临？ 我们希望莫言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会为中国
文学带来一些真正的改
观， 一切向钱看的文学
市场化潮流让位于文学
本身，那才是文学幸甚，
中国幸甚！ 【扫我看全文】

《环球》2012年第20期

中资“走出去”的利益博弈
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近期比较热的话题是，奥

巴马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签发行政命令，禁止中国企
业关联公司Ralls在美国兴建四家风电电厂。

见微知著，这可算是一个有启发性的案例。
首先，美国总统干预收购，不论是出于对此项目安

全考虑的重视度，抑或为了即将到来的你死我活的总统
宝座争夺战，其政治考量不言而喻。其次，对中国项目的
阻挠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而且都师出有名，有
法律机制作为坚强后盾，不过整个法律系统的建筑基础
是“爱国”。最后，总统辩论也好，国会交锋也好，媒体宣
传也好，坊间流传也好，美国人的文化体现在“美国精
神”，而“美国精神”的核心就是“美国”，“美国”，还是“美
国”。美国人的需要永远放在首位。

中国“海纳百川”的文化和“一日千里”的经济增长，
让我们在与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难以把握分寸。

企业的经济来往不存在温情，其本国利益，包括本
国经济、劳工、资本、安全等才是其首要考虑的。中国企
业在海外更要审慎，首先考虑保护好自己的利益。

以邻为壑的国际秩序仍旧
把持着各国的政经标准，国家利
益为上是通行的真理。 无论政
治、经济上的来往，都是以国家
利益为前提，也以国家利益为底
线的博弈。以冷静、对等的心态
看待这个问题，或者能帮助我们
在国际上走得更为顺畅、稳健。

《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第21期

“罚款财政”疾行
土地出让收入的下滑，确实给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

收入带来了严重影响，从而加重了税收的严查力度。
“以前不严格查，现在严格查，哪个企业的账都会查

出点问题。”威海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负责人表示，由于
实体经济近两年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很大，税收收入几
乎没有新的增长空间，因此很多地方确实存在严格查税
甚至提前预征税的现象。

这可解一时之渴， 但对于经济的复苏却是破坏性
的。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将财政收入的增收放在了非税
收入的增长上。

审计署6月8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011年， 全国54个
县实现的财政性收入中，非税收入占60.45%。

非税收入并非多多益善，业内专家对于地方非税收
入的增长表示了担忧。

“非税收入是一次性的。财政税收增长不上来，就把
非税收入列入财政收入再支出， 这种做法到头来是地方
倒霉，老百姓遭殃。”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继兴说。

暨南大学沈肇章教授认为，乱收费、乱摊派及乱罚
款，也实为地方政府的“无奈”之举。改革开放以来，承担
着各类繁琐复杂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政府，却一直面对着
自1994年以来财权不断收归中
央的现实。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表示，
中央与地方的这种财政关系不
调整，地方不把“养人”的规模和
三公支出压下去，沈阳满城店铺
“避检”关门的一幕，可能会在许
多地方重演和常态化。

《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第41期

中国人才“被通胀”了？
跳槽“金九银十”又来了，调查显示，今年的就业问

题显现出“结构性通胀”的特点：一方面是上百万大学
毕业生为找到一份能够安身立命的工作而奔波， 另一
方面中高端人才为寻求更好待遇频繁跳槽。

根据怡安翰威特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员工平均流
动率为15.9%，在全球都处于高位。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
一大挑战，是如何吸引、保留高质量人才并提升他们的
敬业度。

怡安翰威特大中华区首席商务庞锦峰说：“我们在
校园招聘中，发现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跨国公司对中高
端人员有强烈的需求，而国企、民企未来的发展也亟需
依托这部分人才。 外企对中高端人才的竞争越来越激
烈，薪酬开得越来越高，福利也越来越好，所以在外企

里头流传一种说法：中国的人才是不是‘被通胀’了。”
庞锦峰说：“中国同等同素质的人才成本可能是海

外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外资企
业决定在中国开设研发中心的原因。”

不过，庞锦峰认为，这些跨国企业在人才吸引方面
也面临着和国企甚至民企的竞
争， 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
整， 这些企业不得不选择优化
内部的人员结构和薪酬福利体
系， 来应对人才流失给企业经
营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这是政
府、 企业和咨询机构必须联合
一起解决的问题。

《小康·财智》2012年10月刊

旧城新芽才是未来希望
“弃旧图新”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潮流。今天在

中国，如果要问：城市如何成为未来经济的新领军者？跳
到人们头脑里的，一定是用最好的技术、最好的基础设
施，建设一座新城。新城代表着活力、生产力、竞争力，充
满积极的精神，而旧城则是搬迁的对象、保护的对象，散
布着一些消极的意味。

被寄予厚望的新城应该是什么模样？智慧城市建设
中存在着巨大争议，或者可提供一种多元的视角。

智慧是什么？一般解释为：先进的规划发展理念、较
高的人力资本素质、卓越的城市管理水平等等。智慧可
能来自于经验，但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多的智慧
来自于不同范围内的公共参与。

未来的新领军者城市都必将是旧城、 老城。2008年
世界城镇化率达到50%，再过二三十年，全球范围内基

本上进入旧城时代。未来城市的新领军者将来自于旧城
的更新、复苏，而非来自新城的面积扩大和硬要素投入。

旧城代表前人的辉煌历史。旧城代表着一个发展阶
段， 意味着大规模新城建设所体现的外延式扩张的结
束，而内涵式城市发展成为主要问题。旧城代表一个发
展模式， 德国鲁尔区由50多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群地区，
曾经是欧洲工业基地， 但现在
变成了欧洲的文化首都。

日新月异的大规模的新城
建设， 在中国还会持续一段时
间，但速度将会放缓。旧城区发
展的问题， 正在成为下一阶段
的主题。 旧城发展考验中国城
市发展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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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必管的五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