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5月6日 星期四特别报道
ZHENGZHOU DAILY

ZHENGZHOU DAILY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szxw＠zynews.com新闻时评

核心提示

30年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社会分配实行平均主义，称得上富裕群体的很
少，基本上是“共同贫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成为推动改革的时代强音。

30年后，“先富”政策效应已经充分显现，我
国富裕群体逐渐壮大，财富正逐年增加，但富裕
起来以后的问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复
杂。社会贫富差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
大到现在的 12.66∶1，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
0.496，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我们不禁要
问：“共同富裕”难道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
景？人们希冀，2010年成为社会收入分配改革年。

七种致富类型：
中国先富群体的成长轨迹

中国的富裕群体是伴随改革开放一起成
长起来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至少出现了七
种致富的类型：

政策致富。政策致富是一般规律，好的大
政策使大多数人致富，行业性的、部门性的、地
区性的好政策使部分人致富，这在任何国家和
地区都是如此。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政策好政策使中国不
断走向国富民强。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政策逐
步放开，率先在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涌现了民
营企业、三资企业，发展工业的同时发展旅游、
房地产、金融、饮食服务等第三产业。深圳、珠
海、厦门等特区的出现，在东南沿海出现了改
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波致富热潮，许多人纷纷下
海经商，其中很多人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实业致富。实业致富主要是靠办企业、出
产品致富。1979年改革开放，计划因素从绝大
部分领域逐步退出，民营资本得以进入民生行

业、轻工业、服务业等。20世纪80~90年代
东南沿海地区的家族(家庭)企业是典型的
实业致富，他们生产鞋子、袜子、罐头、衬衫
等民生必需品和打火机、手电筒、缝纫机、
家电、塑料等家用轻工产品。当时的消费
市场特征是：由于物质生活水平长期落后
和购买力低，消费者只在乎“有”，较少要求

“好”，使得这一批企业主迅速致富。
投资致富。改革开放初期，老百姓只

能购买政府债券或银行储蓄，投资渠道狭
窄。随着经济发展，金融债券的投资渠道
被拓宽。

例如股市。中国股票市场的疯涨和
狂跌，使一批人成为富翁。

又如房地产市场。进入新世纪以后，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和二线城市
房价出现普涨、暴涨，涨得连房地产老板都

不敢相信。
资源致富。资源即是财富，谁掌控了资源，

并把资源变资本就可以使自己变得很富有，一
个地方是如此，一个人也是如此。俗话说，靠山
吃山，靠水吃水，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于是，占
有资源，掠夺资源，整合资源就成为市场经济中
谋求致富的一幕大戏。山西煤老板就是靠煤炭
资源致富的一群暴富者的代名词。

中介代理。中介代理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是市场细分的结果。

中介代理者中，中层经理以上者的收入都
非常高，达到年薪几十万、上百万的量级。这
是新兴的财富群体，高收入中介代理者中有文
化经纪人，他们是在演出、出版、影视、娱乐、美
术、文物等文化市场上为供求双方充当媒介而
收取佣金的经纪人。还有保险代理人。以
1998年中国保监会成立为标志，中国保险业迈
入深度发展的时期，保险代理人作为新兴的行
业发展起来，中层保险经理也成为社会的高收
入群体。此外还有在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
所、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工作的人，他们都有
可观的收入，是先富人群。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衡量一个国家创
造力大小的重要标志，与财富创造和先富群体
的崛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2006 年中国专利
申请数量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五大专利大
国。中国的知识产权市场也开始逐步发育和
完善，使得智力成果的价值能够顺畅通过市场
获得价值体现，知识产权所有者(学者、教授、
艺人、作家、技术人员等)也因此可以获得可观
的财富，藉此迈入富裕阶层的行列。

如2009年中国作家排行榜中，第1名郑渊
洁 2000 万，第 2 名郭敬明 1700 万。明星、艺术
家的收入更高，成为“天之骄子”。他们的高收
入与中国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息息相关。
又如软件业。

违规违法致富。从计划到市场，从摸着石

头过河到设计出一套完整的制度，需要一个过
程。有的人就利用这个过程中的不完善捞取
好处。

如利用“双轨制”致富。一些商品是计划
定价，一些商品是市场定价，而市场定价是高
于计划定价的，这就导致很多人通过各种关
系，倒卖产品和批文，富了很多人。还有的靠
走私货物致富。包括从国外走私进来汽车、摩
托车、原油等。还有的靠坑蒙拐骗致富(如传
销)，靠贩毒贩卖文物致富，靠污染环境致富，
靠行贿受贿致富……市场经济是一个大染缸，
如果调控不好，就会出现各种违规违法致富的
现象。

这就是 30 多年来中国先富群体、大富群
体、暴富群体的富裕轨迹和富裕途径，无论是
靠政策致富、实业致富、投资致富，还是靠名望
致富、教育致富、科技致富、知识产权致富，或
是靠权力致富、关系致富、精英结盟致富、其他
违规违法致富，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示出中国市
场的活力与机会，是老百姓寻求致富的方式和
希望，是中国进一步向前的动力。

先富群体产生的规律与趋势

规律一：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诞生

1949年到1953年，新中国成立后当时首要
的任务是巩固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3
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
的建立。1953~1979年间，中国社会一度存在以
富有为耻、以贫穷为荣的社会思想和舆论，绝对
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使谁都不敢致富。

改革开放使一切成为可能。商品经济、市
场经济开始引入。政策致富、双轨制致富、实
业致富等使第一批先富群体得以诞生。到 20
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经
济组织方式和科技领域出现重大创新，于是投
资致富、知识产权致富成为最新的致富渠道，
新的职业群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改革
开放的过程就是造富的过程。

规律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要

中国的财富群体之所以能致富，都是因为
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求。1980 年后的政策致
富和实业致富是对当时社会巨大潜在消费需
求的反映。商品短缺是当时国民经济中的高
频词。短缺经济是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后，由于本身存在的巨大消费量和国
内外消费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中国的需求量
非常之大。在鞋子、袜子、衣服等日常生活必
需品方面的庞大消费需求，给东南沿海的相关
制造业带来了长期的繁荣发展，正是在这里诞

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万元户”。之后又有了
家庭投资理财的需求，于是金融债券市场和房
地产市场为中国老百姓的投资需求提供了相
应的机会。

进入 21世纪，知识、科技、人才、信息等各
种现代化的生产要素，越来越成为推进社会发
展的重要力量，许多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百万富
翁、千万富豪、亿元大佬被成批制造出来，其中
一大批作家、明星、软件商迈入富豪群体。

规律三：致富与政策高度相关

中国富裕群体的产生和国家政策是密切
相关的。正是由于国家计划在一些领域内的
退出，才给了市场发挥作用的空间。中国富裕
群体本身就是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例如：

“抓大放小”政策给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腾出
了空间和舞台，保险业政策出台促进了我国保
险业的发展，股票债券机构和法规的出台促进
了股市的生长，城市化战略给了房地产业巨大
的发展空间。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前期主要是释放性的
政策，在轻工、农业等产业的政策都属于释放性
政策。改革开放后期，尤其是迈入21世纪，政策
的制定更具有先导性和前瞻性，例如在网络技
术、概念产业、3G通信等方面。处在改革和转
型期的中国，政策的作用更加突出，可以说政策
引向哪里，富裕群体就可能产生在哪里。

规律四：致富越来越从低端向高端发展

纵观当今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一个
大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那就是从基本消费品
时代迈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再从耐用消费品时
代迈入知识创造品时
代。

基本消费品经济
主要解决的是人们的

“衣食”，即主要解决吃
饱饭不挨饿、穿好衣不
受冻，蔬菜、食品、纺织、
服装、鞋帽等行业都属
于典型的基本消费品时
代的经济。中国改革开
放后的 1979~1990 年间
大概处在基本消费品时
代，生产和销售服装、鞋
帽、打火机、罐头、煤油
等都是当时普遍的致富
形式，东南沿海的个体
私营企业基本上都是围
绕这些产业来做。

耐用消费品时代
主要解决“住行”，住的

方面有房子、家具、空调、洗衣机、电视、装修等
行业，即房地产和其相关产业。行的方面有汽
车产业、交通运输业、铁路网络(高铁、地铁)、出
租车行业等。1990年至今，中国仍处在此阶段。

预测：未来的富裕群体将是知识创造者

知识创造品时代，主要与知识产权创造和精
神消费有关。典型形式有文学产业、电视产业、
电影产业、音乐产业、创意产业、概念产业、软件
产业、广告设计、奢侈消费业等，主要是靠知识智
力来生产，满足人类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潜力无限的智
力创造资源，不断加大的政策支持，这将成为
中国未来富裕群体产生的内在逻辑。

财富本身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分配财富则
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则是
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最为稳定、和谐的财富分
配目标。除事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重大国
计民生等重要领域之外，要进一步改革开放，
实现劳动力、资本的自由流动，才有可能在全
社会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才是解决根
本问题之道。

中国需要先富群体，需要越来越多的靠诚
实劳动、合法经营、创新创造富裕起来的百姓
大众。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
方面，谁都离不开谁，只强调一方的重要性都
是片面的。

如果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处
理财富的创造与分配的关系，中国先富群体的
成长将会是畸形的，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将
难有持续的动力支持，和谐社会的构建将会遭
遇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带来的巨大挑战。

据《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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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成下个富裕群体
——中国“共富”的理想追求与现实图景

天灾不是菜价
连年上涨的借口

“五一”刚过，持续不断上涨的菜价已经让民众寝
食难安。据5月4日《农民日报》的一组报道显示，全国
各地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菜价上涨。有些城市，已经吃
不到3元以下的蔬菜了。中国人吃的比美、日、韩便宜
的心理优势，正在被上涨的菜价蚕食。

对于今年的菜价上涨，各地政府部门的解释大同
小异，不是北方的倒春寒，就是东北的大雪、山东的大
风，还有西南的大旱。总之，是把绝大多数的责任都推
给了老天爷。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此轮菜价上涨
是因为天气因素造成的短期现象。

真是这样吗？
民众对于近年来的菜价不断上涨自有切身感

受。事实上，有关部门零散的统计数据也表明，近年来
鲜菜价格已经处于一个长期的上升通道。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们看到，2008年4
月份的鲜菜价格虽然环比有所下降，但是比2007年同
期仍然上涨了13.6%，而2009年4月份的鲜菜价格又比
2008年上涨了10.9%，今年4月份的鲜菜价格数据还没
有正式出炉，但是，从国家统计网站50个城市的食品价
格表单也可以看出，今年的鲜菜价格与去年相比，至少
应该上涨10%以上。

事实上，不只是近年来4月份的数据如此，在2009
年1月份，鲜菜价格同比上涨19.6％，彼时受国际金融
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正处于低谷。我们可以看到，即
便是经济危机亦未能阻挡住菜价强劲的上升势头。

把菜价上涨归因于天灾，难道前年、去年和今年，年年天
灾乎？显然，有关政府部门不能只是以天灾为借口来解释近
年来菜价的持续上涨，无论是季节性因素还是天气原因。

从影响菜价的长期价格因素来看，必须要考察，劳
动力价格、利率水平、生产资料以及水电油等基础性产
品的价格，以及政府税费的变化。在这些因素中除了劳
动力价格的有限上升是合理的，其他因素的变化皆可以
商榷。

不可能指望在一个低利率的环境中，吃到廉价的
蔬菜；更不可能在一个能源被垄断和到处都是收费站
的市场中，山东的蔬菜能够以很低的运输成本被送到
全国各地。要遏制菜价过快上涨势头，显然，不能靠天
吃饭，而是应该排查其中的非市场因素。这些不合理
的因素，对菜价上涨的贡献率究竟有多大，有关机构不
应该是一笔糊涂账。由此，也才能对症下药。

政府对菜价的调控只能是最大化地去除其中的非市
场因素。除此之外，才会有菜价的合理上涨与合理下跌。

现在，食品价格上涨已经成为物价上涨的主因，
而鲜菜、水果等又为食品价格上涨做出了最重要的“贡
献”。如今民众已经吃上了“天价”蔬菜，中国经济正在
好转，“菜篮子”却又闹起了“危机”。有关政府部门还
能继续安心于菜价的“天演论”否？ 老 杨

让“删帖”止于
对法律的敬畏

“网络曝光——舆论推动——影响扩大——问
题解决”，近两年，公众已经见证了太多公共事件的

“发酵”路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网络舆
情》副主编单学刚认为，通过互联网疏导民意，相对
来说成本较小、速度较快。然而目前对于本地网络
论坛管理，一些地方政府采取的往往是一种比较惯
性的思维，比如“删帖”。他说：“对一些非理性的帖
子、谣传等，可以删除，但是删帖不是唯一办法，更不
是最好的办法。”(5月4日《人民日报》)

删帖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防止谣言、维护稳定，
但删帖却往往导致信息不通畅、不透明，从而制造出
更多谣言。而如果删帖本来就是为了掩盖真相，包
庇腐败，那么这种刻意的掩饰有时会遭遇公众反弹
而引发群体性事件以及其他恶性事件。从这个意义
上说，“删帖”不仅难称“最好的办法”，甚至可以称之
为“坏的办法”。

如何对待网络舆论？单学刚指出地方政府要
“善待和善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认为：“要
有一些制度化的方法、途径，让民意更好地参与到政
府公共政策决策当中去。”应该说他们的主张既是政
府对待网络舆论应有的选择，事实上也早已在一些
地方得到实践。但在这里两位专家共同忽略掉的
是，网络舆论要得到“善待和善用”，最基本的一个前
提，就是网络舆论不能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具体就是
官员的利益、领导的利益发生冲突与对抗，至少不能
发生“激烈冲突”。网民的帖子并非总是“建设性”的
建议、建言，更多时候是对腐败现象的揭发与批评，
而这样的揭发与批评又总是会触犯个别领导的利益
——在这种情形下，要求当地政府“善待与善用”，显
然勉为其难，而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个别部
门、个别官员甚至会对网络言论使用比“删帖”更为
粗暴的手段，比如“跨省追捕”。

毋庸讳言，个别地方政府之所以“删帖”，之所
以对网络言论采取粗暴手段，并非缺少“善待和善
用”的正确观念，而缘于网络言论与自身利益的冲
突。那么要使网络民意得到更好的尊重与保护，还
需别寻途径。诚如有评论所言，删不删帖，本质上不
是一个政府行为的技巧问题、思维问题，而是一个合
法与否的问题、政府有没有权力“删帖”的问题；更值
得深思的是，当公民言论的权利受到侵害，作为侵权
者的地方政府为何总能全身而退？

要消除地方网络论坛“删帖”现象，让公民通过
网络表达意见的权利得到保障，当务之急也许不是
要地方政府端正观念，而是必须让相关法律制度发
挥应有的作用。不管是公民言论还是政府行为，都
应与法律相一致，而不是与利益相一致而有违法
律。 阿 平

去年年初，一位中国大陆的女孩
来到了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去实现
她的梦想。但仅仅过了几天，她就被
一个同样年轻的同胞当众残忍地夺去
了生命，身首分离，死得很惨。原因只
是她婉拒了他冒昧的求爱。

上月下旬，美国弗吉尼亚州蒙哥马
利郡巡回法庭作出裁定，以一级谋杀罪
名判处凶手朱海洋无期徒刑，终生不得
假释。据报道，弗吉尼亚州是保留死刑
的州；在某些网站的讨论中，多数留言
者也认为应该对其施以死刑。

不过，法官的一些说法确值得我
们寻味。主审法官特克认为，26岁的
朱海洋个性太危险，有与社会永久隔

离的必要。他在审判前对嫌犯说：“对
一位美丽女士如此残忍，我真想知道
这是为什么。没有任何合理解释，而
你的愤怒却令我恐惧。我不会让你走
出监狱。”法官的话和最终的判决结果
表明，朱海洋残忍杀人的代价是，虽然
免死，但他将永远与社会隔绝，在监狱
中了此一生。

记忆中，“终生不得假释”的提法，
在欧美的刑事判决中并不罕见。顾名
思义，应该是永远被关在监狱中，直到
终老。在有些地方废除死刑、有些地
方很少启动死刑的背景下，“终生不得
保释”既是对犯下严重罪行者的惩罚，
也是对潜在犯罪行为的震慑。

不知我们的刑法中有没有这样的
量刑条款。但记忆中没有印象。死刑，
立即执行；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等。在由“从重从快”向“少杀
慎杀”转变的过程中，一些民众认为罪
行严重的人被免于一死，特别是诸多贪
污受贿数额巨大者也都判以死缓。死
缓可以变无期，无期可以变有期，长期
可以变短期。只要能免死，一切皆有可
能。无论是惩处还是震慑，效果都大打
折扣。民众的担心和不满也就在于
此。如果将“终生不得假释”入法，且成
为刚性的条款，判决一下，任何人无权
改变，一定会弥补现行法律的不足和满
足民众的期待。 潘仁

劳模评选已与普通人渐行渐远

与很多地方的劳模名单一样，在
三水区三年一评的十大劳模名单中，
董事长、总经理、经理和各级干部占了
大部分，真正最基层的劳模仅有3人。
(4月30日《广州日报》)

过去的官员要当劳模，都是要自
贬身份，冒用“职工”“技术员”的名义
当选的，现在连伪装都不要了，“款模”
和“官模”赤裸裸地公开登场了。

现在的“劳模”评选已经成了由官
员们主导的，由官员、名人和富人参加
的政治游戏。谁能当选劳模，虽然上

面有标准、程序之类，但到了地方，还
不是看领导指示。领导觉得谁对地方
贡献大，特别是经济建设、财政税收的
贡献大，就给他一个劳模的桂冠。于
是，有贡献的局长成了劳模，上缴税收
多的老板也是劳模。当然，在连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成了某些地方促进
地方发展的“奖品”时，评选劳模也不
过是增加了一笔奖励资源而已。

现在的劳模评选离社会最基层的
人们越来越远了。正如新闻里那位女
工说的，劳模的选举和出炉都是一种

形式，她笑言，从不关心，因为与己无
关。第一，我们不知道具体评选的标
准，但我们知道，领导满意才是重要标
准；第二，我们不知道评选劳模规定的
程序，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基层提名、工
会审查、媒体公示都不过是过场；第三，
我们不知道评选的结果，即使最后的名
单公示了，也不会有人提出意见的。

是不是老百姓“政治冷漠”？不是，
而是政治远离了老百姓。那么，劳模还
能像过去一样，在老百姓心目中享有崇
高的威信吗？我估计是没有了。殷国安

中国新富豪（资料图片）中国新富豪（资料图片）

20年来，杨怀定的名号“杨百万”，如今他有千万人民币在股市，坦
言自己就是小平所说的“先富起来的人”。 潘索菲 摄

据新京报近日报道：河北灵寿县6名农
民，因一起村里的土地纠纷被抓。随后，灵
寿县公安局原法制科长曝出，此6人的拘留
证为假，无原始存根。公安系统人士进一步
指出，拘留证造假背后，是一条黑色利益链：
收取保候审保证金，继而罚没，而这是“大家
心知肚明的潜规则”。

罗 琪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