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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一般是文章中的注释部
分使用的符号，这种注释是位于
正文中间的夹注。文章写到某个
地方，为了让读者了解得更透
彻，有时需要加个注释。但现实
中，括号却成了一种情结，不同
括号的用法，有着不同的味道。

近期，中山大学学生会的干
部任免名单引发网友热议。这份
长达 200 人的名单里，按照秘书
机构、组成部门、办事机构分成
三个层级，各种名目的“官位”
一一呈现。引人注目的是，多个
副职特地用括号标明了“正部长
级”，还有一个括号注明“主持常
务工作，正部长级”，一股浓浓的
官味扑面而来。

想想也不奇怪，大学本身也
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上有的现
象，大学也不可避免，包括“官
本位”思想的泛滥成灾，官员职
务级别的高度细化，等级森严的
各种待遇制度等。然而，人们之
所以对此事非议多多，无非是觉
得在大学生中搞这一套未免也太

“着急”了，大学还是和官场作风
保持一定距离为好。

仔细回忆一下，我们见过的
各种政府通告、文件，甚至讣
告，这样的括号不是司空见惯
吗？譬如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
副处长 （本职位暂无处长）、调研
员 （正处级）、办公室主任 （局务
会议成员）、政协委员 （享受处级
待遇）、处长 （享受副厅级医疗待
遇） 等等，不一而足。外人看了
拍案惊奇，他们自己却很享受，
感觉良好。这些括号的时髦和流
行，固然有其存在的道理，也可
以说是“工作需要”，但在笔者看
来，恐怕还是“面子需要”，有金
要往脸上贴。

名片也是各种括号大显身手
之地。我们常能碰到这样的“名

人”——名片上密密麻麻印了一
大堆头衔，委员、理事、总监、
名誉教授、特邀代表，等等。就
这还不尽兴，还要加上若干括号
来提升价码，如协会副主席 （排
名第二），主任编辑 （资深），文
化名人 （国家级） 等，让人眼花
缭乱。

不 过 ， 也 有 人 反 其 道 而 行
之。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在名片
的括号里是这样写的：“我，沙叶
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暂
时的）；剧作家 （永久的）；某某
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问、某
某副主席 （挂名的）。”他这样
做，非但没有丝毫贬低自己，反
而广受赞扬。因为他不仅很幽
默，善于自嘲，更重要的他是个
明白人。沙叶新说，有关我的报
道，百分之五十是艺术夸张，百
分之二十是凭空编造，只有百分
之三十才是真实有据的，但也只
说好，不说坏。如果那些惯用括
号给自己涂脂抹粉、增加分量的
人，能有沙叶新这种清醒与自
律，大概就不会有括号的泛滥成
灾了。

吴修龄的 《围炉诗话》 中记
有这样一件轶事：苏州有个王阿
奶，出身草根，但极爱慕虚荣。
她去世后，家里找高人出一计
谋，王阿奶的邻居中有个文渊阁
大学士，出殡时，送葬队伍前头
高擎的“铭旌”(旗幡)上面写着:

“皇明少师文渊阁大学士申公间壁
王阿奶之灵柩”，观者无不窃笑。
这和当今诸多括号之滥用，何其
相似乃尔。可见，爱慕虚荣者

“代有传人”，括号情结各有花
招，古今一理，于今为烈罢了。

说了括号的若干不是，但因
为种种情况，方方面面的“括
号”一定还将继续存在下去，但
愿不要太多太滥，更不要招摇于
校园中——当然，沙叶新那样的
括号另当别论。

说一说“括号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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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钱

“ 让 严 重 违 法 犯 罪 者 获 刑 入
狱，把严重违法犯罪企业依法逐出
市场”，这是前几天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对问题疫苗事件的鲜明态
度。长生生物公司，一家曾经那么

“强大”的上市公司，就这样因为造
假而轰然倒下，大众舆论除了叫好，
没有任何惋惜。这样的情形，恰恰可
以用那句我们反复在说的“搬起石
头砸自己的脚”来形容，因为既不
是市场风险，也不是经营不善，甚
至也没有什么“情势变更”或“不
可抗力”，而是自我砸牌。

可叹的是，这样自我“砸牌”
的企业不止问题疫苗一家。比如
说，某通信公司已经有过被处罚的
先例，却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明

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差点砸了8
万名员工的饭碗，也砸出了一个耻
辱——对方派监控小组进驻公司现
场监督，而且还要给对方供吃供
喝。这种“砸牌”，对企业是自作
自受，对国家则是添乱。

有些“砸牌”行为，企业可能
还认为是营销的“高招”，实际上
是没有诚信意识的乱来。像“某
帝”电器公司，承诺如果世界杯法
国队夺冠则全额退款，结果法国队
真夺冠了，企业知名度和品牌影响
力迅速提升，甚至被人看作营销史
上的经典之作。哪料，在退款时，
却不那么干脆，甚至以“退卡”代
替“退款”，完全没把之前的承诺
当回事。这样的违约甚至毁约行
为 ， 初 看 企 业 可 能 会 减 少 “ 损
失”，可砸掉的是自己好不容易赢

得的声誉与市场，最终失去的是消
费者的信任。

有些“砸牌”行为，则触及了社
会底线，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某航空
公司某航班副驾驶员抽“电子烟”，
导致飞机急速下降，幸亏应急处置
还算及时，未酿成大祸，不过机组人
员的工作全被砸了，该航空公司纳
入了行政管理部门严厉处罚的视
野。而最不可饶恕的“砸牌”行为，当
属疫苗造假，不仅砸了一家企业，更
砸掉了社会的底线。

在市场竞争中，一些企业为了
搞垮对手，故意使坏去“砸场子砸
牌子”。这样的行为，虽然违法但
让人好“理解”，毕竟在竞争中有
时候就是一种你死我活。然而，上
述这几家企业，砸起自己的牌子来
也一点都不客气，不手软，堪称疯
狂！究其原因，笔者认为离不开

“三不”：首先是不珍惜。员工不珍
惜自己的工作岗位，企业不珍惜员
工的饭碗，也不珍惜自己的劳动和
创造成果，不爱惜自己的羽毛；其

次是不尊重。不尊重顾客，不尊重
市场，不尊重规则，不尊重契约，
不尊重权威；第三是不敬畏。不敬
畏人的生命，不敬畏企业的生命，
不敬畏国家的法律。有这样的“三
不”心理，就会随心所欲，任性妄
为。这样一些“砸牌”行为之所以
惹了众怒，就因为不珍惜不尊重不
敬畏而有意为之，从法律上讲是一
种主观故意。

一家企业从初创到发展壮大，
企业家与员工要付出多少心血与汗
水，国家和社会又给予了多少支持
和帮助。但是自我砸牌，说倒就
倒，正如多米诺骨牌，搭的时候极
其不易，倒的时候只需轻轻一推。
要让多米诺骨牌不倒，无非搭完后
的动作小心一些，多些检查，多些
防范。企业维护自己的牌子，道理

和维护多米诺骨牌不倒是一样的。
对那些不珍惜不尊重不敬畏勇

于自我“砸牌”的企业，无论是政
府还是消费者都不要再心存“不
忍”之“妇人之仁”，更不要试图
以什么手段去挽救，而是应该施以
法治的重拳，以“倾家荡产”的程
度从严处罚，并将其彻底逐出市
场，对于疫苗造假等极恶劣的自我
砸牌行为负有责任的企业负责人和
直接责任人，也要按照有关法律规
定对其终身禁业。这也是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中的一种“出清”。这类
企业“清”干净了，这样一些胡作
非为的人员逐出去了，遵纪守法、
诚实信用才会成为多数企业的行为
准则，勤勉敬业才会成为企业经营
者的自觉，市场秩序和消费环境才
会有一个根本的改观。

企业“砸牌”说明了啥

《征信大数据:理论与实践》
姚前 等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8年3月

朱晨凯

有人类的时代，即有数据。
上古社会“结绳记事”，殷商时期

“唯殷先人，有典有册”，均是鲜
明写照。而征信，是指依法收
集、整理、保存、加工自然人、
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信用信息，并
对外提供信用报告、信用评估、
信用信息咨询等服务，帮助客户
判断、控制信用风险，进行信用
管理的活动，主要目的是解决交
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进行
信用风险管理。

征信与数据，有着天然的联
系, 征信的业务都是围绕着数据
展开。随着时代发展，征信大数
据 成 为 “ 金 矿 ”， 对 它 的 “ 挖
掘”，有助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
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征信大数据的必要性，体现
在互联网行业发展催生征信需求
旺盛。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新
型互联网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
将带来大量新的征信需求，包括
P2P 网络借贷、电商金融等互联
网金融行业，以及以淘宝为代表
的电子商务行业和以滴滴打车为

代表的 O2O 服务行业等新型行
业。对于 P2P 网络借贷等互联网
金融行业来说，需要借助信用信
息共享来防范信用风险、降低交
易成本，这就需要大数据征信的
实时分析技术，来随时甄别和防
范可能发生的风险。对于电子
商务行业来说，电商消费者的
精细化营销、个性化服务和批
量化处理将成为主要的运营模
式 ， 这 对 于 大 数 据 征 信 技术来
说，要求更加准确地把握消费者
的消费习惯、风险偏好和信用状
况。

遗憾的是，当前征信大数据
方面的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鉴
于此，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副司
长、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等
专家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
本书从宏观经济数据挖掘、宏观
经济预测和宏观经济政策评估等
角度，介绍了征信大数据在产业
经济分析中的应用，并通过征信
大数据对中国产业结构变迁进行
分析，为征信数据在宏观经济分
析中的应用提供了比较系统的参
考。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将对经

济发展、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产
生重大影响。征信大数据对推进
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
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有着
重要的作用。书中指出，征信大
数据最大的问题在于监管体系与
监管政策亟待完善。目前对于大
数据征信的监管还相对薄弱，监
管方式与手段较为单一，同时监
管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以及对大
数据征信的熟识程度也亟待加
强。此外，大数据征信行业自律
方面也远未成熟，目前尚没有行
业联盟或者自律性组织协调相关
从业机构规范经营，恪守底线，
保护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隐私
及相关信息。

全 书 分 为 理 论 和 实 践 两 部
分。理论篇全面研究了大数据概
念、国外发展动态、我国发展现
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揭示了征信
大数据的特征、经济分析的重要
意义以及可探索的方向。实践篇
对征信大数据的应用进行了四方
面探索，分别是个人征信权益保
护、研究人口迁徙、评估城市信
用和产业经济分析。

征信大数据的必要性和影响力

一是征信服务高效化。征信
大数据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征信在
金融机构信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有效解决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提高社会融资便利，缓解实
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二是社会治理精准化。比如
在个人征信权益保护方面，基于

征信大数据分析的异常查询实时
监测模型，可以对个人征信系统
的违规查询行为产生威慑作用，倒
逼查询机构加强内部管理，合法使
用信用信息，以保障信息主体的权
益，促进征信市场健康发展。

三是政府决策科学化。征信
大数据可以应用在分析和预测信

贷市场整体发展状况和趋势、信
贷市场结构和资产质量变化情
况、重点行业的信贷业务、区域
间信用经济发展和信贷活跃人口
变迁情况等方面，从而为货币政
策、产业政策和金融监管提供更
加全面、实时和更有政策涵义的
决策依据。

■运用征信大数据会带来三个好处

一是现行法律规制与大数据
征信不匹配。近年来，国务院相
继出台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
纲要(2014－2020 年)》《征信业管
理条例》 和 《征信机构管理办
法》，初步形成了征信市场的法律
框架。但是上述法律规范的调整
和规制对象主要是传统金融机
构，面对互联网金融，其是否适
应互联网金融行业特别是大数据
征信的要求，尚待有效验证。

二是大数据征信面临技术性
难题与应用困境。大数据的获取
难度较大，随着互联网带来的广

泛数字化潮流，全社会的基础信
息搜集和信息共享机制有所改
进，但仍不足以支撑全面的大数
据征信，一方面以水、电、煤气为
代表的基础信息、教育、住房、司法
系统信息尚未完全联网，底层数据
缺乏；另一方面支付信息和社交信
息呈彼此封闭、割裂的状态，市场
上的电商、社交平台对于信息共享
问题同样非常谨慎，进而导致大范
围内的数据获取存在障碍，数据获
取成本过高。

三是所建构的大数据模型的
可信赖性有待检验。征信数据模

型的精度提升必须建立在大数据
有效、充分抓取以及处理的基础
上，需要不断的实践反馈和反复
修正。由于应用时间较短，缺乏
历史数据参考，现有的大数据模
型大都基于规则制定，其中带有
大量的传统征信规则，还是一种
中间形态，大数据征信的优势难
以突显。

四是大数据征信的应用范围
不够宽泛。大数据征信中的数据
信息大多来源于互联网，实际上
已把较少使用或者不曾使用网络
服务的群体排除在外。

■当下征信大数据面临四大挑战

于企业，数据是运行基础。
有了不同来源和渠道的各种数
据，如人力资源数据、财务数
据、客户数据、市场数据、经济
数据等，企业才可能进行合理的
生产经营、投资、销售和管理决
策。数据是生产要素，对数据进
行加工、分析和挖掘，可以得到
有价值的知识，不仅能为企业的
经营决策提供数据化的科学参
考，还能让企业快速响应市场变
化，提高管理效率，优化企业流
程。信息化和数字化，已成为企

业经营的基本战略。
于国家，就像 《商君书·去

强》所言：“强国知十三数：竟内
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
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
说 取 食 者 之 数 ， 利 民 之 数 ，
马、牛、刍藁之数”。秦国之所
以能统一六国，在于秦律，而
秦律成功运行的基础则是绵密
细致的国情统计体系。出土的
秦简显示，秦国各级官府设有

“计”的职位，专门负责数据统
计，人口、田地、畜牧、天气

等均记录在案，定期更新，并
及时送往咸阳留存，于是中央
集 权 足 不 出 户 ， 即 可 知 天 下 。
因此，“佚而治，约而详，不烦
而 功 ， 治 之 至 也 。 秦 类 之 矣 ”
(荀子·强国)。后续的王朝更替
似乎也印证了 《商君书》 的警
示：“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
地 虽 利 ， 民 虽 众 ， 国 愈 弱 至
削。”历史学家黄仁宇将近代以
来中国的落后归咎于缺乏数目管
理，认为这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转
型的重要症结。

■为何说国家和企业都需要它们 《创新的资本逻辑：用资本视角思考创新的未来》
田轩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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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图书】

《暗网》
[英]杰米·巴特利特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二○一八年六月

什么是暗网？潜伏在暗网背后
的人们在做些什么？作者认为，网
络生活的变化如此之快，在你读
到本书的时候，里面提到的某些
网络行为可能早已不存在，一些
网站会关门，亚文化会不断发展
出新的形态，新的相关法律条文
会出台。但是本书的核心思想——
人们会在匿名或自以为匿名的世界
里做些什么——永远不会改变。

在书中，作者构建了一个崭新
的框架体系，分别从微观企业、中观
市场、宏观制度层面，探讨金融对企
业创新的影响。风险投资、敌意收购
者、做空者、政府、银行、对冲基金、
金融分析师、国外机构投资者……
这些跨越资本与商业市场的重要角
色在书中一一登场，展示他们与企
业之间的博弈与合作。在神秘的面
纱之下，他们对企业的影响方式出
人意料，影响力度超乎想象。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店提供）

“精准”营销 蒋跃新 绘

漫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