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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

影响

李某： 越界

无论从哪个角

度 ， 这个深圳男人
都 是 个 绝 对 的 好

人。 他在单位为人
热情 ， 工作勤快 ，
当过保安分队长 ，
闲暇时间 ， 他还是深圳的 “快乐义
工”， 参加过不少志愿服务。

可在媒体公布的照片里， 这个热
心 、 善良的男人 ， 却像换了个人似
的 。 当时 ， 他穿着一件黄色的T恤 ，
伸出左脚， 用力踹着面前的警察防暴
车。

在一周前的反日游行中， 他带着
“拼命保卫国家领土” 的念头， 扛着
国旗， 喊了一天 “抵制日货”、 “还
我钓鱼岛 ”、 “祖国万岁 ” 的口号 ，
晚上回家累得趴下就睡着了。 要不是
警方公布的 “通缉照片”， 他几乎忘
了， 在激动的情绪中， 他曾经抄起一
根木棍， 砸坏了警车的后视镜。

如今， 这个 “从没做过任何违法
事情” 的男人只能在警察局里捂着脸
流泪 。 从激昂的爱国者到狂热的暴
徒， 两者的界限是那么模糊， 连他自
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林国俊： 心中有债
从付不起给儿子治病的医药费、

偷偷离开医院那天起， 林国俊的心里
就埋下了个事儿。

他再没去过那家医院， 平日里总
想着报答医院的 “滴水之恩”。 忐忑
的日子过了49年， 直到上周， 他终于
和老伴儿一起， 亲手把3万元现金还
给了医院。

“债还了， 没遗憾了。” 他说。
面对记者， 他总忍不住絮絮叨叨

地解释， 当年看病的时候， 家里穷，
跟亲戚也借不来钱； 这几年也好几次
想来还钱， 可总想多攒点， 不然 “说
不过去”。

事实上， 一开始的时候， 连医院
也一度把他打来要求还钱的电话当恶

作剧。 因为那个让他49年持续内疚不
安的数字， 是18元。

李娜： 被 “汉奸”

对 于 李 娜 而

言， 即将在东京举
行的 “泛太平洋网
球赛 ” 意义重大 。
它不仅决定了李娜

的世界排名、 决定
了她能否参加年终总决赛， 而且还决
定了她是不是 “汉奸”。

至少在很多愤怒的网友看来是这

样的 。 李娜决定赴日参赛的消息一
出， 有人打算焚烧她的自传泄愤， 还
有人言之凿凿地盖棺定论： 早就听说
李娜是 “汉奸”， 果然。

连支持她参赛的观点， 听起来也
和体育没什么关系： “在这个时候击
败几个日本选手， 让五星红旗飘荡在
日本上空， 那才叫真爱国。”

也许对于李娜而言， 在赛前听到
这些话未必是坏事。 至少， 和这些复
杂的争论一比 ， 网球场上的战术拼
抢， 真是简单太多了。

朴槿惠： 道歉

作 为 一 个 女

儿， 朴槿惠有很多
关于父亲的美好记

忆。 她和曾任韩国
总统的父亲朴正熙

一起住在青瓦台 ，
在母 亲遇 刺 身 亡

后， 她又出面陪同
父亲参加外交活动。 这种联系是如此
紧密， 以至于40年后的今天， 还有议
员因为她 “父亲的长相 ” 而出面抗
议。

但她现在选择为父亲道歉。 1965
年， 朴正熙通过政变夺取韩国政权。
1974年， 他镇压学生反独裁集会， 处
死8人。 如今， 半个世纪过去， 已经
成为韩国总统候选人的朴槿惠面向媒

体鞠躬， “深深向所有因政府滥用权
力而受伤害的个人以及受害者家属道

歉。”
有人评论说 ， 朴槿惠正在摆脱

“父亲的阴影”。 此前她曾经坚持， 父
亲的所作所为是 “历史的必然选择”；
而现在她说， 作为一名总统候选人，
她需要与普通民众分享自己对国家那

段历史的看法。
如同你所看到的， 如今的她， 首

先是个回归常识的政客， 其次才是一
个女儿。

迪迪一边大喊“要开飞机喽”，一边伸
出圆滚滚的胳膊， 从小床上铺扑进钟艳怀
里。

这个4岁的小女孩自今年9月幼儿园开
学后，早就习惯了午休后这样起床。她已经
非常信任钟艳了， 无论是学会叠被子或是
和小朋友吵架， 总会第一时间呼唤 “钟老
师”。

不过，小女孩并不知道，自己曾在老师
和妈妈之间传递过一个秘密， 而妈妈则向
互联网公布了这个秘密： 钟老师会对家长
的礼物说不。

刚刚过去的教师节一早， 钟艳像往常
一样在上海爱绿幼儿园门口迎接小朋友。
迪迪来得有点迟， 送她的外公特意拍了拍
她粉红色的小书包， 叮嘱钟艳：“孩子和她
妈妈给老师们准备了贺卡 ， 您一定要收
下。”

钟艳一下子就听出来，“老人家话里有
话”。在安顿好孩子们之后，她打开迪迪的
书包，找到3个黄色的信封。在给班级3位老
师的贺卡内，都夹着超市购物卡。

事实上，从教6年、曾在3个幼儿园做过
老师的钟艳经常面对这样的场景。 她稍微
思考了一下，很快作出处理决定：利用上午
空余时间给迪迪妈妈写一封信， 并让搭班
的两位老师共同签字，归还购物卡。

在钟艳看来，迪迪是转学生，家长想让
她多照顾一些这可以理解。 由于和迪迪妈
妈还并不熟悉， 所以直接退还礼物显得生
硬， 更可能引起家长的误会 ，“是不是嫌
少？”、“是不是侮辱了老师？”她觉得，“亲笔
信”是最真诚的方式。

趴在办公桌上，钟艳一笔一画地写道：
“收到您们和孩子精心制作的贺卡，我们很
开心……但里面的购物卡我们不能收。”她
特意写上了“我们 ”，因为 “班级是一个整
体”。

这封后来被迪迪妈妈贴到网上的信，
字迹非常工整， 看不到一丝涂改的痕迹。
“因为都是心里话”，钟艳一气呵成。她又找
到另外两位老师，请她们也签下了名字。

“从我毕业那天开始，我就发誓要做一
个好老师， 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坚持。”28岁
的钟艳表示自己这6年来从未收过家长的
任何礼物。从前大部分礼品她会当面谢绝，
后来感觉到其他老师的不满，她只好用“兜
圈子”的方式，先收下，再偷偷“写封信”归
还。

其实， 钟艳很早便意识到自己是个异
类。 有的同事让她收下礼物，“管他的”。有
的同事劝她：“你做的事没错， 但现实就是
这样， 你一个人站出来一点好处也没有。”
甚至有同事不满她耽误了大家的 “福利”，
背着她狠狠抱怨。

尽管钟艳不相信 “世上没有一处纯洁
的地方”，但她还是时常感觉到孤独。她从
不参与“说闲话”，因为“那不是我的语言”。
有人劝她奉承欣赏她的领导， 她会直接拒
绝，虽然“这种风就此刹住”，却也得罪了同
事。

有一次， 一位搭班的保育员故意为难
她， 把本该自己承担的搬椅子的工作交给
小朋友去做。钟艳担心孩子们会受伤，便独

力完成。“别人可以转身就走 ， 但我丢不
下。”她说。

即便在工作之外，钟艳也会让自己“多
承担一些”。在爱绿幼儿园为单身女职工提
供的租屋内，她是名副其实的“楼长”，总是
主动打扫卫生， 还把水电费用为大家算得
清清楚楚。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性大，宿舍
楼上楼下经常人数不一致。为了均摊房租，
“谁也不觉得吃亏”，她就经常换着住，抱着
被子上下穿梭。

只有了解钟艳真实情况的同事才知

道，她不是不缺钱。母亲患有癌症，上大学
又欠了几万元债， 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姑
娘没让自己奢侈过一次。除了公摊费用，在
上海浦东工作生活的她每月只花两三百

元。一般每月10日发工资，11日她就准备钱
还账。

在同事们看来， 钟艳是一棵名副其实
的“杂草”，貌不惊人，生命力却很顽强。她
从不化妆，也很少买新衣服。“猛一看小钟，
其貌不扬，她需要人去细品。”曾经的一位
领导这样形容她。

作为80后 ，“杂草 ” 钟艳一点儿也不
“潮”。她从不关心“时尚”，对“八卦”更是完
全不感兴趣。业余时间，她读书、写文章、关
注时事政治。早在上大学的时候，她便是班
上连年的一等奖学金获得者。

“虽然我条件差，但我可以靠自己的双
手去创造，内心充实而有意义。”当被问及
为何不收下家长的礼品改善生活时， 钟艳
表示。

不过从不接受礼物的钟艳也会 “送
礼”。对大学时告诫自己“当一天老师，就要

负责到底”的恩师，她曾组织全班同学“翘
课”悼念老师的父亲，逢年过节，她从没忘
记打一通电话，发一个短信。

当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时， 这个省吃俭
用的姑娘立即捐出一个月的生活费。 在开
幼教研讨会时遇到最新的儿童玩具和教

具，她也会自费给孩子们买回来。
“我必须让爸爸妈妈们明白，即使不送

礼物，我也会真心对待孩子们。”教师节的
下午， 钟艳把准备好的信件和退还的购物
卡放进迪迪的书包里。

这封信感动了迪迪的妈妈， 这位女士
将扫描件贴到网上，“想让大家知道身边真
的有这样的老师”。虽然，这个母亲曾顾虑
有人将此当成一种炒作，“但既然是真实发
生的，在这样的风气下，我们就需要对这样
的老师们给予掌声和支持。”

钟艳起初对此一无所知。 直到被副园
长叫到办公室，她才知道，自己在网上“出
名了”。

她的一位前任园长将这条在网上转发

上万条的新闻发到了“园长交流群”里，赞
扬钟艳的讨论一下子“开了锅”。不过，在这
位了解她的园长看来， 这就是钟艳会做的
事，再平常不过了。

在这位园长眼里，钟艳朴实、勤奋、爱
着班上的每一个孩子。她回忆，钟艳会特别
留意班里调皮的孩子， 还会给性格自闭的
孩子更多关照， 几乎每天都是幼儿园走得
最晚、来得最早的老师。而这位园长此前收
到的所有针对钟艳的家长评价， 无一不是
好评。

钟艳说起自己带的第一班小朋友，还

能脱口说出他们的名字和样貌。 她把孩子
们从托班带到大班，整整4年。毕业典礼上，
她还针对每个孩子的特点发表了一篇演

讲。
站在舞台上，灯光照着钟艳的脸。她始

终微笑着，祝福孩子们“珍重未来”。而对她
自己来说，“所有的心酸都在心里”———拿

着微薄的薪水，付出巨大的努力。有时，她
会躺在床上， 在夜幕的笼罩中问自己，“这
条路选对了吗？”

孩子们的反应是给钟老师最好的答

案。班上的一个女孩长得瘦小，钟艳总是亲
手给她喂饭。有一次，小女孩认真地睁大眼
睛对她说：“钟老师， 等你老了我也给你喂
饭，还给你买大轮椅！”还有一个小男孩直
接对她表白：“钟老师，你会结婚吗？等我长
大了，我们就结婚吧！”

而转学还不满一个月的迪迪如今已经

对钟艳非常依恋。有时候她正在玩儿游戏，
会突然想到钟老师，跑过来亲她一口。

“有一天，当你走上讲台面对那一张张
稚气天真的笑脸时， 你会拿什么去给那些
可爱的孩子。”大二时，钟艳在一篇散文中
写道。她让孩子们带一本好书来上幼儿园，
学会“分享”。也会在某个孩子打不还手时
鼓励他，学会“宽容”。中班的孩子有时会撒
小谎， 钟艳会直接拆穿， 教他们学会 “诚
实”。有同事悄悄跟她打招呼，“某个小朋友
是教育局领导介绍过来的”， 她只会笑笑，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在钟艳看来，家长们不论富贵贫穷，都
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 她有时甚至会 “偏
心”条件差一点的或是转学区过来的孩子。

当看到有些幼儿园老师因为家长不送

礼物而让孩子挨打、挨饿时，钟艳会直接表
达她的愤怒。“这样的人根本不适合留在教
育岗位上。”她说，“只有自己做到一个‘人’
字，才有资格去陪伴小朋友长大成人。”

1984年农历8月15日是钟艳的生日，这
一天也是公历9月10日， 中国第一个教师
节。 钟艳有时会感慨，“这可能就是一种注
定”。工作后的每年生日，她最开心的事便
是收到小朋友亲手绘制的贺卡， 上面画着
小花小草小圆圈，还有钟老师带着小朋友，
“这就足够了”。

为了教孩子们好好学习英语， 钟艳自
称是火星人，“只有学好英语才能和钟老师
到火星上去， 和火星小朋友一起玩儿。”当
被孩子们问到火星上有什么时， 她形容那
里有一座美丽的幼儿园，里面开满花朵，老
师带着小朋友一起快乐地做游戏。

“每个人都在默默做事，不用送礼，不
用奉承领导。” 那也是钟艳自己的梦想，拥
有一所属于自己的幼儿园，每个孩子、每个
家长都得到真诚、公平、友善的对待。

曾经有亲戚给这个姑娘介绍对象，因
为不想别人分担自己的经济重担， 钟艳都
拒绝了。她心里非常清楚，要改善自己的生
活状况，还要奋斗很多年。但她不愿意走任
何捷径，更不愿接受物质帮助。在她心里，
“做老师不在于技能有多高，品格才是第一
位的。”

钟艳曾对家长们说， 正因为孩子小不
懂事，才不能把“送礼”这种负面行为放进
他们的小书包。 但对于和自己一同签字的
同事， 她心里充满了愧疚和担忧。“她们被
我拖进了这场风波里， 我希望新的新闻出
来，很快覆盖掉旧的，让我们的生活恢复正
常。”

9月18日上午，钟艳照例在孩子们吃完
点心后给他们讲10分钟的“小课堂”。那天
她讲的内容不是“讲卫生”或是“懂礼貌”，
而是“九一八事变”和“钓鱼岛历史”。

一个小男生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喊：
“打日本！”

钟艳微笑着回答他：“打仗会伤害中国
和日本的小朋友， 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
要。”

我为什么当记者
李斐然

我上学那会儿， 凡事都要表个态。 比
如进了新闻学院的门， 头一件事就得说清
楚： 你想做什么样的记者？

呃， 这问题让我一愣， 半天没言语。
这一犹豫不要紧， 气得我的导师直哆嗦。
他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第一个冲进战区

的中国记者， 连防弹衣都没穿好， 就奔赴
巴格达了。 任何没有立刻振臂高呼 “我要
做好记者” 的反应， 都不是他要的正确答
案。

于是， 这个问题一直猫在我的心里。
两年前的冬天， 我一个人跑去政局动荡的
中东， 那时候的埃及蔓延着一场因大规模
反政府示威游行引起的骚乱。 在距离时代
变局最近的地方， 我成了一个实习记者，
揣着采访本和录音笔， 一边采写新闻稿，
一边继续寻找答案。

现在回想看来， 那时的感觉就像是咬
到一块同时涂抹了迷人和恐惧的夹层饼

干。 我常常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向外看， 抬
头是波光粼粼的尼罗河， 对岸的古老金字
塔巍然不动， 低头是荷枪实弹的士兵， 坐
着坦克在楼下来回巡逻。 挥舞着拳头的示
威者砸了马路对面的超市和花店， 他们高
声呼喊着口号离开， 地上只剩下被砸碎的
玻璃， 打翻的牛奶和踩压的鲜花。

敲击键盘的打字声和着不远处的枪

声， 混杂在刺鼻的催泪瓦斯味道里面， 构
成一出别致的交响乐。 那时候网络中断，
电话也没有信号， 混乱中我接到的第一个
讯息， 来自我的战地记者导师。 在海事卫
星电话的另一端， 他铿锵有力的声音里依
然充满期望： “你不要害怕， 要勇敢地冲
到前线， 做个好记者。”

可是不好意思 ， 我还是被恐惧打倒
了。 就在我写稿的时候， 拿着枪的一队大
兵大摇大摆地冲向办公室， 嚷着要撞开房
门， 楼道里回荡着他们的吼声。 当时我的
手无力地瘫在键盘上， 对着刚写了标题的
稿件总也想不出新闻导语。 我心里的打字

机倒是噼里啪啦打出一串串的念头： 谁知
道记者该啥样， 反正我做不了。

就在我暗下决心等毕业找个新工作的

时候， 办公室来了位小客人， 跟着记者父
母驻外的6岁小男孩米乐。 这个中国男孩
平时不爱说话， 给他糖吃的时候就会红着
脸摇头。 他凑到我身边， 小声地问： “刚
才你害怕吗？”

又是这个问题。 我绘声绘色地跟他描
述当时的情形， 那些大兵是如何大吼大叫
地冲上楼来， 我们用桌椅堵住的大门是如
何被他们坚硬的枪托砸得咣咣直响。

小家伙默默地听我说着， 就在我夸张
地比划着当时有多可怕的时候， 他突然用
小手拉着我冰冷的手， 说： “我也有点害
怕， 可是你别害怕， 下次再这样， 我来帮
你。”

这话一下子击中我了。 这可是个平日
里连小狗都害怕的小家伙， 而他现在要把
他仅有的一点勇气送给我。 他也知道， 路
上站满大兵， 背着的枪并不是玩具， 那条
他平时蹦蹦跳跳就能通往幼儿园的路， 现
在要屏住呼吸悄悄走过。 即便如此， 他还
在鼓励别人， 不要害怕。

面对危险，米乐有他自己的对策。他白
天拿着玩具望远镜， 站到阳台上为其他正
在工作的记者“站岗”，晚上他总是不肯去
睡觉，“咱们得有一个人醒着盯梢啊”。

米乐不会写稿子， 他每天最大的创作
就是画画， 即便在最危险的时候， 米乐依
然涂涂画画， 记录着他的愿望。 他专门画
画， 送给即将要飞往炮火连天的利比亚的

记者们。 画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绿色的，
国旗是绿色的， 房子是绿色的， 连人也是
绿色的。 米乐说， 绿色代表和平， 有了和
平， 就不用害怕了。

我常常在想， 记者何来的力量， 能够
在陌生的国度为一场事不关己的战争冲锋

陷阵？ 小学的自然课本上都说了， 趋利避
害是人类的天性。 但那天我明白了， 你可
以选择离开， 但你也可以选择留下来， 用
自己的行动， 给其他人力量。

从那天起， 我打算做一个好记者。 我
希望我的稿子能像米乐的画一样， 让人免
于恐惧。

办公室的当地雇员哭着跑回来， 她所
住的公寓遭到攻击， 示威者围在她的房子
外面燃烧轮胎。 我握着她还在颤抖的手，
学着像米乐一样， 对她说： “不要害怕，
现在就写稿子， 让世界知道这里的真相。”

没想到， 让我最恐惧的那天成了我写
稿最起劲的一天。 回国过海关的时候， 边
检员盯着我的签证看了半天： “你赶上动
乱了啊？ 你害怕吗？”

我很想告诉他， 有种力量可以超越害
怕。 在那以后每天深夜发完稿回到房间，
我会数着不远处的枪声， 安然入睡。 那是
我心里最踏实的日子， 因为我发自内心地
想要报道新闻， 想让真相传播出去。

在我即将入职做一名真正的记者之

前， 我去看望我的老师。 他的窗台外长满
了翠绿的爬山虎， 外面没有轰隆的坦克，
静谧的校园里只有知了叫着， 他坐在一摞
从地板通向天花板的书后面， 认真地告诫
我： “今后即便不去冲锋陷阵， 你也可以
拿文章当枪使， 不管在哪里， 都要做个有
力量的好记者。”

可是直到今天， 我还常常陷入无力状
态， 在写稿卡壳的时候愁眉苦脸， 但我仍
然很清楚， 我想做一个记者。 这一切都要
谢谢把力量传递给我的小米乐。 当然， 这
些事不能让我的导师发现， 要是知道坚定
的新闻理想来自一个6岁小孩， 估计他又
要气得哆嗦了。

钟艳家境贫寒，貌不惊人，在同事眼里是“杂草”和“异类”———因为她做幼儿园老师6年来，从没收过家长的任何礼物。最近的
一次，她不仅退还教师节收到的购物卡，还附上一封亲笔信。正是这封信，让人们认识了这位“人品第一位”的老师———

对教师节礼物说不
本报记者 秦珍子

钟艳写给家长的信

钟艳和小朋友在一起

苹果是从私家破车库里走出来的美国英雄。
高铁是中国的英雄， 它的车库姓公。

“搞，死劲搞”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不可持续

的。”
“搞， 死劲搞， 只要不发疯。”
前一句话， 是经济学家吴敬琏对当

下中国各级政府靠投入刺激经济的担

忧， 后一句话， 是一个基层官员对一财
经记者谈今年工作的体会。

在国际金融论坛2012学术报告会
上， 吴敬琏指出： 据不完全统计， 为了
保增长， 各地作出的投资规划， 已经达
到了17万亿元。 稍有些经济学素养或者
对过去历史有知识的人， 都会认识到这
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这套做法的消极
后果也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存在的问题
已经相当危险。

吴敬琏特别谈到高铁： 高铁是不是
需要发展？ 是需要的……可是， 用这么
多资源进行普遍建设， 留下来两万亿元
的负债， 后果会是怎样的呢？ 现在对付
经济下行的主要办法， 仍然是应用所谓
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用国家动员资源的
能力进行大量投入。

似乎是为了印证吴敬琏的担忧， 9
月5日一天， 国家发改委网站先是公布
25个轨道交通、 城际铁路项目的建设规
划或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的信息， 继而
又批准或批复了13条公路建设项目的申
请报告或可行性研究报告。 这些轨道交
通项目涉及18个城市、 8000多亿元总投
资 ， 13个公路项目总里程超过2000公
里。 同一天， 发改委还批复了9个污水
处理项目、 1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7个
码头港航项目。 此次涉及的基建项目总
投资额达上万亿元。

这些项目有中央政府投资， 但更多
的要地方配套投资。 经济学家陈季冰比
吴敬琏乐观， 他说： 地方政府落实地方
版4万亿将会遇到强大的阻力， 他们实
际上是不太可能说到做到的， 这可能只
是一种愿景、 一个规划。

陈季冰认为 ， 学术界及媒体都担
心， 一旦地方政府重启大规模投资， 在
短暂的刺激过后， 可能陷入更深重的经
济衰退， 产能过剩、 大量烂尾工程、 地
方债务危机、 银行坏账剧增等恶果将难
以避免。 全国大多数地方政府实际上早
已欠下一屁股债， 在当下不明朗的形势
下 ， 对那些资产负债率很高的政府项
目 ， 银行不会考虑借贷 。 最近几个月
来， 全国新增人民币信贷规模始终保持
在低于市场预期的低位， 中长期信贷增
长规模尤其偏低， 都显示了银行谨慎观
望的心态。

但陈季冰说的是理论 ， 而透支财
富， 是所有中外政府的天性， 必会死命

突破制约。 何况还有中国特色： 除了传
统的发债方式， 中国还创造了政府直接
向商业银行贷款的改革新路， 虽然中国
法律早有规定， 中央政府不得向央行透
支， 地方政府不得发债， 这些都是为了
防止政府随意借钱肆意花钱。 但4年前
国际金融危机袭来， 中央启动4万亿元
经济刺激计划， 其后规模远不止这4万
亿元， 地方借此东风， 成立各种政府融
资平台， 大肆向银行贷款， 10万亿元都
打不住。 规定算什么？ 政银一体， 一发
不可遏止。

除去发债借钱 ， 地方政府还有一
招， 掘地三尺， 增加税费。 这费也是中
国特有， 更不受法律制约。 财政部数据
显示 ， 今年1月到7月 ， 地方本级收入
37086亿元 ， 同比增长 13.8% 。 经济低
迷， 收入还能不错， 全仗着地方非税收
入大幅增长25.7%。 官员 “搞， 死劲搞”
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像沈阳那般整条街
地歇业。

前面讲过， 透支财富是所有中外政
府的天性 ， 美国也一样 ， 眼下推出了
QE3。 然而， 美国政府投资不仅会受到
更多的制约 ， 美国经济还有市场的活
力， 比如苹果。 9月13日苹果iPhone5在
北京面世， 摩根大通预计， 第四季度苹
果将卖出800万部iPhone5手机， 销售总
额预计将达到32亿美元， 从而为美国第
四季度经济增速贡献0.33个百分点， 全
世界人民都因苹果给美国政府交税。

显然， 苹果的经济刺激效应比QE
来得更直接、 更有效。 调研公司Strate鄄
gyAnalytics数据显示， 自2007年6月推出
iPhone以来， iPhone手机在过去5年中的
累积出货量达到2.5亿部 ， 为苹果带来
1500亿美元的收入。 苹果2011年的总营
收为1280亿美元， 比全球160个国家的
GDP还高。 苹果并非一骑绝尘， 美国还
有微软、 戴尔、 谷歌、 惠普、 Facebook
等， 这些都不是政府投资， 不是搭个文
化产业园玩出来的。

苹果是从私家破车库里走出来的美

国英雄。 高铁是中国的英雄， 它的车库
姓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