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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出于政治目的
实施行政命令，完全
无视相关公司实际
情况和全球投资者
合法权益，对美国股
市的信誉何尝不是
一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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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熊孩子”怎么办 国外教育系统这样惩戒

纽交所反复无常令其信誉蒙羞

本报讯 美国联邦

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半

年度《金融稳定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警

告股票等资产估值偏高

且持续上升，对金融稳

定构成风险。

《报告》说，自去年

11月发布上一期《金融

稳定报告》以来，风险资

产价格进一步上涨，一些

资产的估值仍处于高

位。如果风险偏好下降、

遏制疫情的进展令人失

望或者经济复苏停滞，资

产价格很容易大幅下跌。

《报告》指出，尽管

新冠疫苗接种取得显

著进展，与新冠疫情走

势相关的风险及疫情

对美国和外国经济的

影响仍相对较大。全

球疫情形势恶化可能

给新兴市场和一些欧

洲国家的金融体系带

来压力。此外，如果全

球利率水平突然上升，

一些新兴经济体可能面

临额外的财政压力。

美联储理事莱尔·

布雷纳德当天就此《报

告》发表声明说，风险偏

好上升带来更多脆弱

性，资产估值偏高与企

业负债水平高企叠加，

可能放大资产价格重新

定价的影响。为此，需

要利用强有力的微观审

慎保障措施和宏观审慎

工具应对金融风险。

布雷纳德强调，美

国对冲基金阿奇戈斯资

本管理公司亏损事件说

明，非银行类金融机构

和其他高杠杆投资者可

能会给金融体系造成很

大损失，凸显加强对冲

基金风险敞口等信息披

露的重要性。

（高 攀 许 缘）

□ 周武英

5月7日晚间，中国移动、中国

电信和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纷纷

发布公告称，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维持将其摘牌决定。退市将在美

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接到纽

交所通知10天后生效。

令 人 记 忆 犹 新 的 是 ，早 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纽交所就曾宣

布，为遵守特朗普政府禁止美国人

投资“有军方背景的中国企业”的

行政令，启动对中国三大运营商摘

牌程序。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在

发布摘牌令不到一周后，纽交所就

改口称，不再计划对中国三大运营

商摘牌。更令人意外的是，纽交所

随后又称，决定重新启动对中国

三大运营商的退市程序。

众所周知，三大运营商都是

单纯的电信企业，美方的所谓“军

方背景”借口正是欲加之罪，何患

无辞。从纽交所出尔反尔、反复

无常的举动，可以清楚地看到背

后的操纵之手。《华尔街日报》引

用一位 75 岁投资者阿尼尔·欣圭

的话说，这是只“被踢来踢去的政

治皮球”。一语道破天机。那么，

这样的行为最终会伤害到谁？

从被摘牌的中国三大运营商

的角度看，并非全无影响，但影响

有限。据估计，3家运营商如果要

从美股回归A股上市，大概需要经

过1年~2年准备时间。不过，3家

公司都已在香港上市，且从3家公

司发布的公告看，中国联通、中国

电信目前美股存托证券占比分别

只有0.2%和0.14%，占比非常低，因

而对其上市地位几乎没有什么影

响，中国移动的美股存托证券占比

预计也很低。而且，三大运营商一

旦回归 A 股，对于国内股市而言，

将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电信运营商

板块会出现，国内市场预计也会给

出好于美股和港股的估值。

当然，除了三大运营商，其他

在美上市中国企业也可能受到波

及。不过，纽交所的行为是一把

“双刃剑”。

2020年，中国三大运营商整体

经营业绩保持平稳，合计营收约

1.47万亿元，共取得净利润1412亿

元，平均日赚约3.87亿元。美国股

市放弃这样的“摇钱树”，似乎有些

划不来。美国这一计划恐损害美

国投资者的利益。

此外，各方都能看出此举背后

的政治意图。美方出于政治目的

实施行政命令，完全无视相关公司

实际情况和全球投资者合法权益，

对于正常的市场规则和秩序也是

一种破坏，对美国股市的信誉何尝

不是一种伤害？

更进一步，把经贸、金融等问

题政治化，滥用国家力量、泛化国

家安全概念，对美国一向标榜的市

场竞争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而言

又何尝不是一种自伤？

《经济参考报》发表的文章指出，

损人不利己，美国这样的制裁老把

戏在新政府身上重演，对美国民意

而言恐怕也是一种赤裸裸的伤害。

美国美国44月月CPICPI环比增长环比增长00..88%%
通胀压力大增通胀压力大增

美国劳工部5月 12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

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环比增长0.8%，通胀压力大增。

数据显示，4月美国CPI同比增长

4.2%，创2008年9月以来最大同

比增幅。图为5月12日，顾客在

美国纽约一家超市内购物。

新华社发（郭 克 摄）

美联储警告部分资产估值偏高
威胁金融稳定

本报讯 近日，特

斯拉电动汽车生产公司

首席执行官 (CEO)埃

隆·马斯克在一档节目

中被主持人连续多次追

问“狗狗币”到底是什

么，并在对方质疑“狗狗

币”就是一场“骗局”

(hustle)时，最终给出了

肯定的回答。值得注意

的是，在马斯克作出这

一回复后，这一曾经暴

涨“出圈”的虚拟货币也

暴跌近40%。

马斯克这一发言

播出后，“狗狗币”的市

场急转直下。截至次

日早晨，“狗狗币”的交

易价格约为每枚 0.44

美分，较前一交易日下

跌38.6%。

“狗狗币”到底是什

么呢？“狗狗币”是以一

只柴犬头像作为标识的

虚拟货币。在比特币接

连涨破历史纪录后，“狗

狗币”也曾经成功“出

圈”，引起市场关注。而

这自然离不开马斯克的

“带货”。此前，马斯克

一直是“狗狗币”最高调

的支持者之一，他经常

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

表赞美帖子，直接推动

了这种加密货币的价值

增加。

OKEx研究院首席

研究员李威廉曾表示，

“‘狗狗币’这波大火的

原因主要还是因为马斯

克‘带货’，如果未来马

斯克不再继续，或者没

有什么实际支持动作，

‘狗狗币’将跌至原来的

水平，甚至出现崩盘的

风险。” （苗 锐）

失望股市忧心通胀
俄媒称投资者青睐加密货币

本报讯 据俄罗斯

《消息报》网站日前报

道称，加密货币市场迎

来黄金时代。比特币、

以太币和更奇异的货币

需求量极大。这不仅体

现在创纪录的币值上，

也体现在各平台的交易

量上。在这些平台上，

虚拟货币改变着其持有

者。相比之下，尽管大

多数股票持续上涨，但

股市活跃度在今年春天

有所下降。投资者现在

对加密货币更感兴趣，

央行和政府前所未有的

财政和货币宽松政策很

容易对此作出解释。

报道称，加密货币

的受欢迎程度从币值

上也显而易见。比特

币4月再创历史新高，

突破 6.5 万美元大关。

而在比特币经历轻度

调整之际，以太币持续

上涨，一举突破 3000

美元。狗狗币——一

种开玩笑创立的、没有

任何明确任务和商业

模式的荒谬加密货币，

一年来上涨几百倍。

其他几十种“年轻”的

竞争币也出现类似过

程。事实上，一批未经

检验的新加密货币涌

入市场，不费太多炒作

便引起了投资者的浓

厚兴趣。

股市呈现的情绪截

然不同。尽管股指表现

优异，明显超过危机前

的高点，但与去年年底

和今年年初相比，成交

量明显萎缩。交易平淡

在债券市场也很明显。

报道认为，加密货

币似乎可以抵御通货

膨胀，因为至少对某些

币种来说，内部机制决

定了其发行量有限。

因此，它们不仅成为年

轻的个人投资者的选

择，也为一些机构投资

者所青睐。为此，他们

情愿忍受这个即将“成

熟”的市场眼下的剧烈

波动。

（马 弋）

马斯克提醒“谨慎投资”
“狗狗币”暴跌近 40%

□ 舒丽清

教育惩戒是学校基于教育目

的，对违纪违规学生进行管理、训

导，或者以规定方式进行矫治，促

使学生改正错误的处置方式。各

国根据国情制定了不同的教育惩

戒法律制度，我国教育部颁布的

《中小学教师惩戒规则（试行）》自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在国外，许多国家的法律都明

确规定惩戒权是教师的专业权利

之一，属于教师职权，列为教师可

独立行使的教育权利。学校教师

对学生行为的惩戒，从实体到程序

都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不仅

有法律依据，还规定了谁可以行

使、针对何种行为行使、行使的手

段与形式遵循的程序以及学生侵

权救济途径，做到依法惩戒。

英国
学生犯错可处罚家长

2006年4月，英国公布《教育

与督学法（2006）》，赋予学校包括

没收手机和音乐播放器、不经家长

许可周末留校等权利。学校可以

使用武力阻止学生打架，允许学

校在怀疑学生携带危险物品时采

取集体搜索行动。学校还有权设

置金属探测器，搜寻学生携带的

武器。

根据英国《教育与监督法

（2006）》，每一所学校都必须单独

制定教育惩戒执行方案。惩戒活

动一般包括三个步骤：一是惩戒前

调查。要求即使是非常清楚的违

纪问题，也要做大量的调查核实工

作。二是裁量。凡需要载入学生

纪律行为档案的惩罚，必须召开学

生违纪惩戒委员会听证，并以书面

形式通知家长，最后作出惩戒处分

决定。三是救济。家长在接到书

面通知后，可以要求对决定的惩戒

事项进行重新审查。

各地教育部门规定了学校体

罚学生的规则：用鞭子或皮带时，

必须按规范的标准进行处罚；体罚

事项必须经过校长核准后才可施

行；实施体罚的教师必须有3年以

上的教龄；禁止对8岁以下的儿童

进行体罚；绝对禁止在众人面前施

行体罚；打手心的体罚不得超过

3下；对女生打手心必须由女教师

施行；鞭打男生臀部，不得超过6下；

对有生理或心理缺陷的学生，必须

事先获得医护人员的许可。

英国法律特别强调家长应负

的责任。凡是逃学儿童，可以通过

诉讼程序对其家长罚款50英镑。

从2000年11月开始，英国地方法

院对没有履行家长职责而又拒绝

到法庭应诉的人处以2500英镑的

罚款或者判处最长 3 个月的监

禁。2002年，英国监狱中出现了

第一位因为孩子旷课而蹲大牢的

父亲。到目前为止，已有100余位

家长受到此类处罚。

新加坡
谨慎使用长鞭惩罚

1957年，新加坡制定了《处理

学生纪律问题的指导原则》，对学

校惩戒作了明确的规定。

在学生入校时，学校有义务为

学生发放纪律手册，使学生和家长

明白，学校鼓励做什么，禁止做什

么，如果做错了，应该受到怎样的

惩罚。在新加坡，言语辱骂、暴力

欺凌学生的教师会遭到主流社会

的排挤。如果教师出于打击报复

等原因滥用惩戒，就会被开除公

职，并且终身不能在国家公共服务

行业任职。所以，学校对学生的惩

戒十分谨慎。

学生犯了轻微错误，出现不愿

意改正的苗头，一般做法是由学校

的训育主任与家长达成协议，将学

生短期领回家，由家长协助惩戒，

待学生的错误行为有所改变之后

方可继续学业。在此期间，家长和

学生必须填写相应的惩戒记录表，

受惩戒的学生应该每隔一段时间

就必须给训育主任处打电话，汇报

在家学习情况。

学生犯了严重错误，校长有权

开除学生并不必向教育部请准。

学校只需根据校规以及各校电脑

数据库中的记录情况，在校长的主

持下由学校纪律委员会作出决

定。如果学生犯了严重错误，校长

也可以适度体罚学生，包括公开鞭

打学生。各大中小学校校长都有

一条长鞭，有的还是家长送的。

日本
严禁对学生实施体罚

日本从二战后一直禁止学校

对学生进行体罚，要求学校进行

“宽松教育”。目前适用的教育基

本法认为，体罚是使学生身体受到

伤害或给学生造成肉体上痛苦的

惩罚措施，必须予以禁止。有关文

件列举了各种体罚事例：将课堂上

喧哗的学生逐出教室；以殴打、踢

脚的方式强迫学生长时间端坐或

站立；不让学生上厕所；超过用餐

时间仍不让学生离开教室等。

日本法律规定，如果某种惩戒

形式保持在合理限度内，就不构成

体罚。而判断是否构成学生肉体

痛苦的体罚，应结合教师行为的程

度、学生年龄和健康状况及实施的

场合与持续时间等确定，从总体上

把握此种行为是否超过学生所能

承受的最低限度。

由于学校无惩戒权，导致教

师在校园暴力、学生欺凌、课堂纪

律失控、学生对教师人身攻击等

状况面前束手无策。日本每年由

小学生制造的校内暴力事件约

2000件，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小学

生对老师实施暴力。如果教师出

手体罚学生，则视为违法，每年都

要发生约3000件教师体罚学生

事件。在这些“问题教师”中，有

72%受到行政处分，25%被视为

刑事案件。

日本教育社会学会的一项调

查发现，在福冈县600名中小学教

师中，有九成曾经施行过体罚。一

部分教师认为，目前教师无法对学

生采取严厉措施，如果教师遭到家

长的指控，便无法从学校和教育委

员会获得保护。有关社会团体希

望日本政府重新考虑允许学校实

施体罚，以管教不遵守纪律的学

生，保障教师安全。日本教育社会

学会建议对欺凌弱小的学生实施

停课，对体罚的概念进行重新进行

审视。

韩国
规定体罚的程序和标准

1998年，韩国教育部就明确

规定禁止教师对学生的体罚，但由

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教师在学校

里打学生的现象依然存在，体罚作

为一种教育手段仍被人们认同。

2002年6月26日，韩国教育

部公布了《面向21世纪韩国教育

法》（又被称作《学校生活规定预示

案》），对教育惩戒作出规范。该法

的适用对象为包括小学4年级以

上学生。

可进行体罚的情况包括：不听

老师的反复训诫和指导，无端孤立

同学，学习态度不端正，超过学校

规定的罚分等。实施体罚的场合

必须避开其他学生，必须有校监

或生活指导教师在场。法律规

定，教师可在规定范围进行一定

程度的体罚。校长在必要时可以

按照校规来惩戒学生，但在惩戒

之前必须给予学生及其家长陈述

意见的机会。

法律规定了体罚惩戒学生的

基本程序：一是向学生讲清体罚惩

戒的理由，阐明学生犯错的事实和

证据；二是对学生的身体、精神状

态进行检查，确认是否可以接受，

如果不能接受，可以延期进行；三

是征求学生意见，如愿意以校内义

务劳动来代替体罚，应当准许。

美国
确立司法处置的基本原则

美国的教育惩戒制度已十分

成熟。美国纽约市的《全市促进学

生学习行为期许》将违纪行为被分

成五级：第一级，不合作或不顺从

的行为;第二级，不守纪律的行为；

第三级，扰乱秩序的行为；第四级，

攻击、伤人或其他有害的行为；第

五级，极度危险或暴力的行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起案

件中确立了在学校惩戒中应当尊

重学生公民权的规则。要求学校

必须举证证明该惩戒权的设置具

有正当理由，且是充分尊重学生

的公民权利的。同时要求惩戒必

须出于善意，基于合理的事实或

信息。

美国各州均规定，严禁对学生

进行脱衣搜查。美国法院对学校

搜查学生有一系列原则，法院认为

教师的搜查与扣押应出于合理的

根据。第六巡回上诉法庭在一起

案件判决中认为，教师搜查学生的

手机内容必须基于对该未成年人

手机内容涉及的犯罪、违法或侵权

行为存在合理的怀疑。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非紧

急情况的停学或开除必须经过法

定程序，并且认为只有教育委员会

有权开除学生。法院通过判例确

立了对学生处分的指导方针。如

不能因为学习成绩差或难教育而

开除学生；不能因为担心扰乱纪律

而开除学生；不能因为结婚而开除

学生。

美国大多数州都立法禁止教

师以体罚方式惩罚学生。阿拉巴

马州尤陶高中的学生德马瑞奥因

违纪，其头部、背部和肋骨被教师

用一根金属手杖反复击打，导致偏

头痛。德马瑞奥告到了法院，最终

第十一巡回上诉法庭认为，反复用

金属棒击打学生的体罚措施，会对

学生造成严重身体伤害，因而未支

持教师的体罚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