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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一位毕业 4 年的北京女大学生，合租房子
时租电视，旅行时租单反，出差时租职业装，养
哈士奇时租过全套宠物用品。她开始否定自己
毕业时购买一切的占有心态。需要什么了，她
的第一反应便是上网搜索，能租吗？

因为囊中羞涩的无奈，因为转战各地的漂
泊，因为贴近生活的便捷，因为划算的性价比，
因为时常更换的新鲜感……他们是中国的“租
客”一族。租房、租车、租家具、租电视、租电脑、
租相机、租婚纱礼服、租儿童玩具……在环绕着
他们的生活空间中，总有那么一样或者几样物
件，既属于他们，又不归他们所有。

“租客”群体其实无比庞大。根据记者进行
的网上调查，在参与调查的近14000名网友中，
有超过八成的网友有(过)租赁行为，有超过四成
的网友表示不拒绝租赁。除了最常见的租房，
每5名受访网友中就有1名，租过车辆、电器及
IT数码、家具、服装、珠宝、皮包、图书、影碟等其
他生活用品。

为生存到为生活

“没钱，就是没钱。”这是天津女孩小艾选择
租赁生活的第一原因。5年前，她从北京高校毕
业，义无反顾地加入“北漂”群体。第一个住处是
与大学同学合租的，每人800元，再加上吃饭、交
通等生活费用，每月2000多的工资便所剩无几。

小艾和室友们首先租了一台电视。出租
方，一位早几年毕业的男大学生，吭哧吭哧地将
电视搬到小艾家里。他没有准备租赁合同，还
是小艾一位学法律的室友坚持，打印出一份自
拟的合同，签字成交。

电视租金不贵，每月 70 元钱。但这点小
钱，还不足以代表这台旧电视在它主人心中的
价值。那位相貌憨厚淳朴的男人，即使是在出
差时，也时常给小艾打电话，询问他自己攒钱购
买的人生第一件大电器是否运转正常。

“之前我们经常整晚不关电视，可他经常来
问，我们觉得他很珍惜这个东西，哎呀，我们也
就变得很爱惜了。”一来二去，双方少了些斤斤
计较，多了些人情趣味。

青岛人李涛，第一次租的也是电器：一个电
钻。家里要挂一个画框，可钉子钉不进墙壁。

“有些租赁，是为了需要的那个时刻而准备的”，
他曾留意过小区附近一家五金工具店门口的广
告，上面写着，“出租电钻”。

一天20块钱，同一把电钻在不同的需求者
手中流转。李涛觉得店主这样做挺好，卖和租都
能挣钱，还满足了不同人的需求。

房子、车、相机、帐篷、登山包……凡有需求，
现在都可以通过租赁方式获得满足，而“哈租族”
们更是标榜他们在此过程中享有的独特乐趣。

“我看用租来的单反拍的照片，特别有成就

感。”小艾有些小得意地
说，“有些东西，人家以为
你没有，但真正需要的时
候，朋友会发现，原来这
你也有啊！”

不化妆的小艾保持
着大学生的朴素模样，喜
欢双肩包、牛仔裤和平跟
鞋。一次，她这样打扮着
去了云南出差。合作方来
接机，怀疑地看着她：“你
是来工作的吗？”言外之意
颇有些对小艾的轻视。

当天晚上，小艾一身
杏黄套装、挎着单肩皮包
再次出现在对方面前。
她感觉到了对方态度的
变化，这让她觉得满意。
而这一套行头，是小艾在
计程车司机的推荐下，在
一家礼服店里花了300块
钱租来的。

去年 6 月，她第一次
听说“哈租族”。“哈租”是
英文“hire”(即租赁、雇佣)的音译，“哈租族”是指
以租为乐、不求拥有、但求享用的一个新兴消费
群体，以年轻人为主。国内目前可供哈租族们
享受的实体店铺还不多，他们多是通过网络求
租各类生活必需品。在调查中，28岁以下的受
访网友占到一半以上，而在所有参与调查的网
友中，没有过租赁行为的，还不到1/10。

小艾觉得自己绝对属于“哈租族”。起初还是
“没钱才租”，但在多次租赁体验后，她发现自己的
生活态度也变得“哈租”起来，“有钱也不买”。

她在北京搬过三次家，行李反而越搬越
少。一个编织袋放被褥，一个整理箱放书，两个
拉杆箱放衣服和杂物。没有什么大件电器，家
具也都是租来的。她自小痛恨沉重的书包，羡
慕那些背着大包的环球旅行者，而如今的轻装
简行，让她感到了一丝类似的随意自在。

她的朋友，一位摄影发烧友宁愿把买相机
的钱用来交押金，“都说数码产品买新不买旧，
但我们永远跟不上它们更新换代的速度。只有
租，才能每次都能用上最新款的单反相机。”对
于中国 80 后、90 后来说，租赁无疑是一个追逐
新鲜事物、紧跟潮流时尚的低成本解决之道。

最近，小艾筹划着要租一幅壁画，那种大大
的、带木质画框的，“能让家里没那么闷”。可惜
的是，这个很文艺的小心思，她暂时还不知道哪
里可以实现。

“我们出租一切”

如果时间回到 30 年前，在孩子们的心里，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或许是街头摆小人书书摊的

老头儿。小人书的彩画挂在一条条绳子上招徕
顾客。风吹过，图片哗啦啦地如彩旗一般。零
花钱不多的孩子们，用一分钱一本的代价，触摸
这个他们买不起的“宝库”。

长大了，他们用同样的方式触摸着“稀缺资
源”。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
究室副主任李春玲所言：“尽管很可能不是主动
选择，但(年轻人)实际上租房的年龄段在延长，
租房正在成为年轻人的普遍生活方式。”

近几年，租车正以迅猛之势席卷全国。早
些时候，国内的车辆租赁只以公司、旅游和婚庆
用车为主，可选择的家用车型很少。公司客户
必须提供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证等在内的繁琐
文件，还得缴纳押金一万多元。很多租车公司
不提供自驾，规定顾客必须接受公司配备的司
机，每天的租车费用最低也要三四百元。

而现在，经济型轿车的租赁价格普遍在每
天两百元以下，一些低端车型甚至不到百元，而
且持驾照即可租车，手续大大简化。随着租车
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私人租车越来越多，遇上
春节，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些大城市的租客们
不得不提前两个多月预订。

即便如此，欧洲战略咨询公司罗兰贝格的调
研报告判断，目前中国的租车市场仍处于发展初
期。预计未来 5 年，中国租车市场将维持每年
25%左右的增长速度，到2014年，租车市场的车
队规模将达到40万辆，年营业额达到380亿。

除了车和房，更能体现国人出现以租代购
理念的表现是一些生活用品的租赁选择。

比如，租赁教堂。花上 500 元至 1000 元不
等，没有宗教信仰只为浪漫气氛的新人可以在
哈尔滨的一些教堂里举行半小时左右的结婚仪

式。当然，他们还可以选
择黄浦江上的游轮，或是
天空飘浮的热气球。

制服可以租。毕业生
求职时的正式套装、公司
年会上的特制变装，可以
在一家家特色小店得到满
足。只要愿意，父母们还
可以把九成新的钢琴租回
家，或者，租一间巧克力色
的塑料小屋搭在孩子的房
间里。

绿色植物、帐篷睡袋、
餐厅打折卡、直升机……
人们能租到的东西越来越
多。从租电钻的经历中深
受启发的青岛人李涛，成
立了自己的租赁服务网
站。有人问他：“你们网站
租什么？”他的回答是：“除
了像一次性纸杯这样不能
重复使用的，都可以 (提
供)。”

“租时代”如一夜东
风，无论是主观喜好还是无奈之选，它就在身
边，正如一个租赁网站的广告词，“包括梦想，我
们出租一切”。

租出一个“中产生活”

居住在上海的包林今年28岁，拥有一家不
大的广告策划公司，开着一辆老式的赛欧轿车。

2007年，他初次见识到美国租车服务的便
捷与先进。朋友开了一辆丰田越野来接他，“车
里干净温馨，很有家的感觉”，可仔细一问，车竟
是租来的。

现代租车的便利，包林最终决定以租代买。
包林渐渐成为上海租车店里的常客。他租

过20多种车型，见证了租车业的整合与崛起。
“汽车确实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车)是不是

自己的不是很重要。”尽管从收入及职业上看，
包林属于“中产阶层”，但他仍不愿为服装、汽车
这些生活用品多付“银子”，倒是对自己的一些
生活趣味，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掏出钱包，比如他
花5000多元买了一对小音箱插在电脑上。

现居于广州的杨亮，正在为像包林这样阶
层的人群服务。不同的是，他在这个群体中，捕
捉到的是对奢侈品的消费需求。从事 IT 业的
他在去年进入珠宝行业，他的理念是希望将珠
宝饰品化，第一个尝试的经营方式便是租赁。

一套市场标价10万元左右的珠宝，以每天
两三百元的价格出租，“结婚用个两三天，一般
人都能接受”。杨亮信心满满，类似这样的中高
端奢侈品租赁，“消费者一定越来越多”。

2010年下半年，北京一家已开业一年的知

名二手寄卖公司，在婚庆公司的建议下，顺势拓
展了奢侈品租赁业务。在还没有日常正式社交
习惯的中国，结婚典礼是最需要奢侈品的场合。

“让聪明的你，把世界大牌耍个够”，在公司
网站的租赁项目中，11样商品正静待雇主。价格
低些的，比如一条寄卖价格为 4500元的天然贝
壳手工制作项链，日租价为 150元。翡翠挂件、
爱马仕包、皮草大衣等等，寄卖价格从5000至80
万不等，日租价则在一两百元至万元间浮动。

已出租的商品中，租金最高的是一条谢瑞麟
巨型宝石项链，寄卖价格 78 万元，日租价高达
28800元。公司透露，这是一位IT行业的CEO为
了他的新婚妻子租用的，将在婚礼期间佩戴。

在面向中高端阶层的奢侈品租赁上，珠宝
商杨亮和这家奢侈品寄卖公司的观点相当一
致：前景广阔，需要开拓。也许，奢侈品租赁的
春天会比他们想象的更早到来，因为各种数据
及迹象显示，在中国，希望享受奢侈品的一大部
分人群是庞大的白领阶层。

为了参加朋友的婚礼，上海外企白领李婷
玉计划着，该去租一件礼服了。两年前，她曾买
过一件大红色的细肩带丝绸礼服，但经过
Cosmopolitan、《瑞丽》等时尚杂志四季变换的潮
流熏陶，这件没穿过几次的礼服再也入不了她
的法眼。

而朋友的婚礼很是“拉风”，将在黄浦江上的
一条游轮(同样是租用)上举行。为了应景，又考虑
到肯定有其他女性朋友盛装出席，李婷玉决定，从
礼服到手包、珠宝，“租出一个全新的自己”。

事实上，从婚礼现场到办公室，攀比无处不
在。如果某天穿了一件新衣服或是戴了一只新
手表，李婷玉与女性同事的寒暄必然以此开始。
令她觉得有趣亦无奈的是，一位做销售的同事还
告诉她，如果不用某某某，会被客户看低的。

李婷玉偶尔也会觉得累，羡慕那些看上去
潇洒自在的人们，“如果把欲望降低，你看那些
收入不多的，不是照样把日子过得很快乐？”但
是，再想了想，还是觉得不行，“没办法，我们的
自我要求不是这样的。”

权衡之下，她选择当“哈租族”，既然无法摆
脱“外界的诱惑、对生活高质量的渴望”，那就花
小钱来过奢侈生活。

国内知名的天涯论坛上，一个名为《带着优
雅上路——高级白领的上海租生活日志》的帖子
曾引起不少反响。帖子里有租房的实景照片，客
厅宽敞、装修简约，茶几上摆放着一束纯白绢
花。作者最后总结，“我很享受这样的租生活，就
像同事们说的那样：你租的不是房子，是 style(格
调)；你租的不是车子，是elegance(优雅)。”

从被动无奈到主动选择，哈租族们享受到
别样的乐趣与惬意。事实上，生存还是生活、
满足还是享受，这些细微而巨大的人生差别，
在租时代里被一一填平。所有的租赁指向同
一个结果：为心怀梦想的人们带来更加美好的
生活。 据《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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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消费世界第一
折射社会财富观变异

根据中国社科院等发布的2010年《商业蓝皮书》，
2010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为94亿美元，首次超越美
国，消费额仅次于日本。由于中国消费能力持续增长
而美日消费低迷，2011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奢侈品消
费国已成定局。（4月17日新华网）

奢侈品消费是个意味深长的话题，本土少数人的
“奢侈化”造就了奢侈品的“中国化”。在卖者眼里，顾
客永远是有道理的，永远是第一位的，本土一些人有购
买奢侈品的强烈意愿，顶级品牌自然就会趋之若鹜，兴
高采烈地把它卖给那些有需求者。世界第二的奢侈品
消费国的纪录已够惊人的了，这又要来个世界第一。
这件事最起码是释放出了这样的信号：本土财富集聚
方式和分配方式不断发生着裂变，在人均收入远远落
后于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出现“排浪式”的奢
侈品消费狂潮，只能说明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收入
差距持续扩大，社会财富快速向少数人集中。贫者愈
贫，富者愈富，奢侈品消费状况又为这一现实图景提供
了更为详尽的样本佐证。

奢侈品消费的非理性因素，正刺激着世界各地的
奢侈品公司来本土扩张的野心。这是一种正常的逻辑
关系：没有人会把中看不中用或既中看又中用的奢侈品
强卖到哪个消费者手里，正是因为有了奢侈性的需求，
才有了奢侈品交易的兴旺。毫无疑问，奢侈品买卖存在
着暴利，它在吸引着全球奢侈品公司注意力的同时，也
让本土资本兴奋莫名。就像有人说的：既然本土人为全
球四分之一的奢侈品埋单，为什么不埋本土人自己的
单？想法带来动力。本土资本坚信这个真的可以有，而
且未来必须有，且把它归结到了支撑起本土灿烂的文化
上，归结到了建立“文化自信力”这一崇高的目标上。

如此看来，即便是今年本土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
品消费之地，奢侈品消费在本土依然有成长的空间。
世界第一似乎不是目的，更大的超越才是追求的目
标。可以说，把奢侈品消费与建立“文化自信力”联系
在一起，是本土资本的文化幻觉。一种文化自信不可
能建立在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的基础之上，中国成为
世界最大奢侈品消费国只能是伦理的失范，只能是文
化的失败。在浮躁喧嚣的年代里，什么社会病变都可
能发生，何况是一些人去放大一下个人的消费欲望。
奢侈品作为非生活必需品，一些人愿意消费，愿意拥
有，反映的是某种个人的偏好。向善的人自然在人世
间做着向善的事情，偏爱奢华的人当然要生活在奢华
之中，这是由价值观所决定的，也是开放社会里的人的
选择自由。

本土的奢侈品消费正在进入黄金期，会呈现出什
么样的前景，实在是不好预测。带着某种文化耻辱，奢
侈品消费正创造着这个时代奢靡的种种可能性。人们
对之已眼花缭乱，在未来，并将从中看到更多的世道人
心的迷乱及多种社会财富观的变异。 今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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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会高额餐费缘何难以服众
上周六，上海红十字会

通报了“卢湾区红十字会高
额餐饮费”调查及处理情况，
证明了慈善机构“公款消费”
的事实。调查称，该资金开
支渠道为工作业务经费，非
救灾救助款。

17个人，1万元一顿饭，
在“公款消费”世界里，还真
不算个什么——中国老百姓
不是没见过世面，中石化广
东分公司光是酒单就上百万
呢。可是，搁在红十字会身
上，这1万元的餐费可还真是
件事儿了。中国各级红十字
会的工作经费虽然来自政府
财政拨款，但作为从事人道
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
它掌握着大量的慈善资金，

在红十字会的各项支出中，
哪些属于财政拨款，哪些是
善款拨付，要让公众明白信
服，仅凭红十字会自上而下
的监管与调查，显然难以服
众。

难以服众的还有该事件
的处理结果。报道说，有关
部门已经责成对超过公务接
待标准部分的7306元人民币
由个人承担。目前，超标款
项已经全部退回。与此同
时，上海红十字会向全市红
十字系统通报批评卢湾区红
十字会在公务接待活动中铺
张浪费现象。作为以弘扬

“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
神、影响力巨大的慈善机构，
对此违规事件的处理是否足

以整饬队伍，令其所属公务
人员修德束行，各慎其职，着
实令人怀疑。至少，从当下

“公款消费”难遏的现实来
看，如此隔靴搔痒似的轻责，
并不足以儆效尤。

作为新兴事物，中国慈
善机构，尤其是民间慈善机
构一直在摸索中前进，如何
建立起公开、透明的运行机
制，让每一笔善款万无一失
地落在受助者身上，一直是
中国慈善事业孜孜以求的目
标。要公开、透明，必须置慈
善机构于公众监督之下，这
不仅包括每一笔善款的流
向，还包括慈善机构自身运
作所需的每一笔经费支出，
这些机构人员构成如何，日

常工作经费支出多少，甚至
内部管理者的收入等等，都
必须向全社会公开。

募集善款，这不是慈善
机 构 运 行 的 结 果 ，而 是 开
始。用什么样的机制引导慈
善机构的运行，将结出什么
样的慈善之果。成熟的慈善
文化的培育，离不开对完善
的慈善组织的培养，离不开
良好慈善生态环境的建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
为官办慈善机构，红十字会
可以有“公务接待”“公款支
出”，却是不能有官气。面对
公众的质疑，只一句“超标准
公务接待”这样倨傲的解释，
恐怕并不能弥合高额餐饮费
对自身公信力的伤害。一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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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副部长齐骥 17 日在无锡表示，房价合不合
理，最有权利评价的是当地居民。对于已公布房地产调
控目标、尚未听取社会意见的地方，需要抓紧听取群众
意见，完善调控目标(4月17日新华网)。

目前，全国657个城市中，有608个城市公布了2011
年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参考GDP增长目标和城市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的居多，使得制定的目标大都
在10%左右。最能衡量房价控制目标合理与否的“居民
住房可支付能力”这一参照指标几乎被忽视。一些城市
公布房价控制目标后，社会民众大跌眼镜，非议之声接
踵而至，甚至开始怀疑史上最为严厉房市调控是否最终
被地方政府拉偏套而流产。为此，住建部3月29日晚紧
急下发通知，要求已经公布控制目标的城市，也要以适
当的方式听取社会的意见，并根据听取意见的情况，酌
情调整已发布的调控目标。这次住建部副部长齐骥强
调，房价控制目标中应有民声，并且说：“房价合不合理，
最有权利评价的是当地居民。”足以看出住建部以及官
员对房市调控以及房价控制目标制定的重视程度。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话语权，房价合
理与否的评判权，鲜有民声民意，都被财大气粗的开发
商、追求房地产 GDP 和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完全把持
着。普通民众只有饱受高房价之苦的“权力”，忍受“一
房难求”的痛苦。而这种痛哭声往往难以发出，难以成
为决定房地产调控最高决策层的参考声，都被开发商以
及一些地方政府房价不高、房地产没有泡沫的声音所淹
没。最为典型的就是国八条中要求一季度各城市公布
今年房价控制目标。就那么几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杜撰
一个涨价目标公布了之。完全把民意置之度外，把民声
抛到九霄云外。好则，住建部等部门及时出来纠偏。

但是，笔者认为，只是泛泛地讲要听取民意、要有民
声、当地居民最有权力评价房价合理与否是远远不够的。
应该有一整套听取民意的制度安排，应该有一条清晰明
确、光明平坦听取民意的路径选择，应该搭建房市调控、房
价目标、房价合理与否的民意直通车。有这样几个选择可
供参考，涉及城市千家万户的房价控制目标有必要采取召
开听证会形式听取意见。听证会参会人员包括市民代表、
政府主管部门、开发商等等。然后，将房价控制目标通过
电视、报刊、网络等公之于众，让大家广泛讨论，通过问卷、
投票等形式采集听取民意民声。同时，可以组织一定力量
到社区、到单位机关、到市场、到各种集会会议、到商场等
人员集中较多地方采取一对一现场问卷形式了解民意。
不妨通过房价控制目标闯出一条涉及民生的重大决策听
取民意民声的途径和路子。

有一点必须进行彻底纠偏。那就是“以各地经济发
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
作为新建住房控制目标的三项参照指标”之规定。这里
面必须弱化经济发展目标，强化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指
标。因此，建议住建部明确规定各城市制定新建住房价
格控制目标时，将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作为第一参考指
标。 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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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查“内鬼”不如谢“内鬼”
4 月 13 日“天价酒”事

件被媒体曝光后，中石化广
东分公司曾经开过三个会，
要求各个部门追查泄密人，
到底是谁泄的密，怀疑肯定
是内鬼，一旦查出要严惩，
云云。(4月17日新华社)

“天价酒单”事件中，面
对社会各界质疑，中石化应
有的态度当是自证清白或
自查自纠或配合有关部门
调查，然后在事实清楚的情
况下，积极反思、检讨。然
而，事件还远未真相大白，
还有相当数额的天价酒去向
成谜，中石化却不按常理出
牌，调查起了所谓的“内鬼”。

从目前已有情况来看，
“天价酒单”已被中石化证
实，剩余的调查还在继续。
基于此，中石化既然肯定了

“天价酒单”存在，不积极继
续调查，却回过头来调查谁
是“内鬼”，意欲为何？

中石化是国企，其资产

为全民所有，理
论上，任何公民，
包括中石化内部
员工，对国有资
金是否流向非正
常领域都有相对
的知情权、质疑
权、监督权。从
实际情况出发，
内部工作人员更
有必要肩负起监
督职责。

正因如此，
中石化“内鬼”就
算不是本着社会
公 义 去 揭 露 内
幕，其行为举动
也足以让他成为
举报人，其行为
事实已在相当程度上履行
了对公共利益负责的监督
职能，其举报行为理当得到
肯定和保护。眼下，中石化
不但不感激“内鬼”积极监
督，及时查处其中的不良甚

至违纪行为，反而要调查甚
至扬言严惩“内鬼”，这实质
上就是在公然对抗监督。
如果说购买天价酒是个别
领导的职务过错的话，调查

“内鬼”则是中石化自查机

制的制度性错误。这再次
提醒我们，对公民举报权的
保护机制亟待进一步完善，
就凭中石化敢于公然宣称
严惩“内鬼”，迫切性已可见
一斑。 北 子

上海的老洋房租售呈现热点，越来越多的白领洽谈求租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声声 波波 绘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