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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户籍改革

需要更多有效措施
今年上半年，由国家发改委组织

的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完成了对浙
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
省份的调研。调研课题涉及农民工融
入城市化的成本、城市综合交通网络
建设、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以及户籍
制度改革等。其中，在调研户籍制度
时，调研组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
长的反对”。

在国家层面，从不缺乏类似于“积
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话
语。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
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都提出地级
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那
么，为什么这一改革几乎遭到所有市
长的反对呢？原因在于，户籍制度并
不仅仅是一种身份间隔，还直接与教
育、社保、医疗等多种福利挂钩，地方
政府如果要放开户籍，势必也要扩大
城镇福利覆盖的范围，但地方政府目
前多数都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尤
其在房市调控严峻、土地财政收入缩
水的情况下，地方上更是压力巨大，因
此，遭遇市长们的反对也是难免的。

但市长的反对仅仅是表象，如果
我们追问就会看到，户籍制度关乎地
方财政，财政收入又关乎土地财政，土
地财政又与现行征地制度有关，现行
征地制度又与整个城镇化制度有关，

而与户籍制度有关的教育、社保、医疗
等更细的领域，更是与各种社会制度
千丝万缕。这是从制度演化的角度
看。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在改
革发展中作为强势方的城市“理性”
选择必然的结果：城市需要建设，需
要足够多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它需
要市场化的劳动力的流动。像任何
一个经济主体一样，如果这一目标可
以在成本很低的条件下得以实现，它
就将毫不犹豫地压低成本，将劳动力
的流动控制在一定的幅度内。因此，
将农民工身份模糊化，既能得到足够
的廉价劳动力，又不需要为此支付势
将减损城市利益群体的福利。由于
进城打工者是自愿的，而且还能得到
除农业收入之外的额外收益，因此，有
人甚至将这样的经济过程称作“帕累
托改进”。

这就是市长们反对的深层原因，
这也是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推进艰难
的原因。我们不能苛责地方政府的首
长，因为这是他们“在其位”不得不做
的选择。我们需要的是更宏观的政
策层面的顶层设计。户籍制度改革
不是要让市长们为难，而是要通过各
种配套改革，包括征地制度改革、医
疗教育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等一
系列改革，让市长们有条件、有意愿
去推进改革。实际上，即使纯粹从经

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户籍制度改革也
迫在眉睫。所谓的“帕累托改进”时
代早就过去了，城市用户籍藩篱将农
民工们阻挡在城市外，但同时也失去
了他们的消费，内需失去了很大的一
块。同时，城市管理者们发现，他们
在享受农民工为他们服务的红利时，
也承受着社会治安问题频发的风
险。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倒逼机制，城
市不能永远享受农民工群体的服务
和劳动力红利却不愿意为他们付出，
因为他们将为此付出代价。从长远
来说，终有一天，所有的市长们都愿意
并积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这才是城
市发展的长远之道。

在过去几年，户籍制度改革总体
上有进步，包括上海、深圳、广州等全
国数十个城市都已经出台户籍改革的
措施。在这些城市，居住证正在逐步
取代暂住证，持证者将可享受与当地
居民相同的社保、医疗服务、教育等公
共服务。在一些城市中，农民工也正
陆续被城市所接纳，他们迎来了迟到
的尊严。同时，国家正在加快建立全
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体系，实
现社会保障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建立
个人终身社会保障号，并尽快实现全国
联网，这些都为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
加速奠定了基础。推动户籍制度改
革，需要更多这样的措施。 南 文

如今,CPI 增幅已经回落到 2 时代,负利
率不再,而且今年上半年的城乡人均可支
配收入也跑赢了 GDP 增幅。按理说白领
们的荷包不再羞涩,他们应该成为城市消
费的主力。京城白领的消费尴尬,很自然
地让人联想,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可能更加
糟糕。在中国,高收入人群毕竟是少数,故
而北京白领的消费尴尬其实映照出中国
社会的内需困境。

投资不振,出口下滑,消费不举,拉动中国
经济的“三驾马车”集体哑火,经济下行的压
力可想而知。宏观经济学的规律和经济下行
的趋势是吻合的。但在民生层面,通胀消弭
却并未带来收入的实在增长,却是公众最为
不解之处——通胀来袭,民生困苦；通胀离
去,民生多艰。宏观经济下行,所形成的惯性
压力,传导至基层民生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会
不绝如缕地到来。而这一切,都会体现在居
民收入的减少上,居民收入减少,内需更加萎
缩。宏观经济与民生现实的连锁反应,将会
形成一个恶质化的经济怪圈,深刻影响中国
未来一段时期的国计与民生。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商品质量事故频发,
一些中国商品丧失了市场公信力。以奶粉为
例,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之后,国人对国产奶
粉的市场信心一直没有恢复。网购洋奶粉,
成为很多家庭的选择,即使是国内市场的洋
奶粉品牌,也纷纷涨价。在此情形下,国产奶
粉的市场境遇可想而知,由奶企更影响到奶
农,多米诺骨牌一样地造成了整个产业链的
失守。

还有,中国内需的最大困境是房市挤占
了不多的国民财富。那些在房市泡沫中变成
房奴的工薪阶层,将在 10 年~30 年内忍受了
工资全付月供的煎熬。房贷压力之下,哪有
闲钱去消费其他商品?股市走熊,期望在股市
赚钱的散户们也大多被吸金而看不到希望。

拉动内需,破解中国市场的内需困境,
是个系统工程。提高工资收入,涵养中产
阶级阶层,打造稳定型的金字塔社会结构,
是提振内需的社会经济基础。促进产业升
级转型,提高国货产品质量,是破解内需的
市场诚信根基。优化财税体制改革,降低
奢侈品出口税费,是引导外需转内需的必
要之举。“铁公基”式的投资会带来经济增
长的负面效应,出口提振经济增长也要看
他国脸色,只有内需是中国社会稳增长的
安全动力。13 亿人的消费力是宏大的,但
如何让这宏大的内需潜力激发出来,是决
策层亟须思考的命题。 张敬伟

长期以来，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通常由上
级部门决定，今年教育部的“公选校长”试点，
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由上级任命的惯例，成为大
学校长人才选拔的重要方式之一。在笔者看
来，作为一种教育探索本身其价值毋庸讳言，
但也必须要承认和正视，“公选校长”距离校长
职业和高校去行政化其实还有遥远的一万米，
要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我无意质疑“公选校长”的积极初衷和程
序正义，也无法否认从上级任命的“惯例”到

“公选”的确是一种突破，但在现实的语境下，
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行政管理体制，都决定了

“公选”的校长与任命的校长只是换了包装的
“两朵玫瑰”，并无本质的区别——不信，请问
“公选”的大学校长是什么级别？部级的还是
部级，副部级的还是副部级，任职方式的不同
并不意味着大学校长官员化的“内涵”属性的
改变——还不仅是大学校长，在大学内部，层
层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对应着的是一级一级的
官员队伍，让没有级别的大学校长去管理和领
导厅级的院长、县处级的系主任，也忒不现实。

大学去行政化，首先要确保大学校长的非
官员化，成为与职业经理人相似的、忠诚于学
校而非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职业校长。在这
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教授治校”和“教育
家办大学”的目标。而有了这个前提，才能继
续倒逼整个高度行政化的高等教育体制逐步
脱离权力之手，走向学术自由和独立。只要大
学校长实现了职业化，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中小
学校长官员化的现状就会得到改变。

再专业的学者只要戴上了“级别的官帽”，
都会受到体制的制约和束缚，官员的本色会远
远超过教育家的激情。这几乎是必然的。从
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去行政化还是要从根本的
体制入手，不能将大学去行政化简单地理解为
大学校长去行政化，更不能把大学校长去行政
化操作成大学校长去“任命化”。否则，关乎高
校教育体制改革的种种“探索”都会沦为形式
主义和空中楼阁，中国第一所“教授治校”模式
的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的各种困境和被“招
安”的现状，就足以证明一切。 陈一舟

从“公选校长”的新试点，到选拔标
准的新变化，再到校长头衔的“职业
化”……中国高校干部体制改革正在稳
步前行。细数近一年来教育主管部门
和多所高校的新举措，不难发现，“公开
化、专业化、职业化”已成为贯穿这一改
革进程的最鲜明的标签。（8月21日《中
国新闻网》）

新闻震撼的世界
作家何为？

周克华在重庆被击毙那天，作家邱华栋
在新浪发了一条微博：“周克华被击毙了，可
他为什么这么仇恨社会？他这么干，背后的
原因是什么？新闻结束的地方，是文学出发
的地方。”

邱华栋的这几个问号，提出的正是“文
学”的问题。换句话说，假如新闻是以“答案”
的面貌出现，那么文学再次回到了“问题”。

在世界文学史上，有不少经典作品最初
的灵感来自于新闻报道。福楼拜的小说《包
法利夫人》就是来源于一则关于一个小镇上
少妇的挥霍、出轨和自杀的简短新闻；马尔
克斯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的重要线索也
有一大部分是依据一对美国老人私下幽会
的新闻报道改编的。如果说，包法利夫人的
原型在新闻里无非满足了读者对财富、性
爱、自杀等狗血情节的兴致，福楼拜在小说
中则是在追问关于欲望、享乐、欺骗、背叛、
忏悔等更多有关社会和人自身的问题。这
些问题不像新闻报道的故事一样容易解决，
而是包含着无数的矛盾、不解、缺漏……文
学的意义，恰恰在于它触及了深渊般的真实
——那个创伤核心。

现实社会中，新闻关心的只是恶魔的行
为和事件，而文学关心的是恶魔的心理、环
境、成长……撇开忠实性不谈，新闻的主要形
态是建构在一个简化的逻辑框架之上的，这
个框架删除了所有的局部性芜杂。在新闻那
里，一方面暴力和血腥可以使这个故事满足
好奇心，另一方面任何暴力和血腥都必须纳
入一套事先规范好的逻辑框架甚至观念框架
内，不致让读者太难以忍受，或太出乎意料，
甚至一个完满的“结局”足以平息读者已经累
积的不安。

但文学似乎是重新唤起了某种不安。相
对于新闻的刻意简要，文学彰显故事的繁复
与错裂。原初新闻中的单一情节在文学中必
然引向更纠缠的人际网络，单一逻辑必然分
裂成多重的、互相交错的因素。这些都是文
学更加关注的。这些形色各异的纷杂线索和
层次比起表面的“事实”更具“真实”。也可以
说，“真实”不是新闻所呈现的现象，而是现象
之下无法被简单事实及其逻辑所容纳的无底
深渊。而文学，作为问题的文学，正是在悬崖
上，注视着那些悬浮或撒落在深渊里的生活
碎片。

为什么邱华栋要对作家们发出呼吁？
当前的时代，层出不穷的是对于震撼性事件
的报道。但新闻报道往往浅尝辄止，甚或欲
言又止。前几天在微博里看到有关哈根斯
塑化人体标本展的消息时，我问了一个和邱
华栋十分相似的问题：有谁会来写这个题材
吗？莫言？余华？还是阎连科？不断挖掘
那个深渊般的真实，将震撼进行到底，或许
是一个文学写作者唯一能够不辜负时代的
方式。只不过像这样的作品总是在我们的大
众阅读中缺席。 杨小滨

当廉政底线
又被围观……

据8月20日《法制日报》报道，“我承诺
‘不偷懒、不贪钱、不贪色、不整人’……”这
是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政府县长雷高飞在一
份万言述廉书中的几句话。县长公开承诺

“不贪钱、不贪色”的做法经网络披露后，立
即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政府的公信力，无疑是由官员点点滴滴
“言行”来构建的，因此，官员言行是否一致，
就成了政府公信力的基石。官员在网上晒
廉政承诺书，缘何会在互联网上遭遇“热脸
贴冷屁股”的尴尬局面？那是因为民众领教
了太多的“双面官员”的教训。

去年，海口市国土局原局长林明勇受贿
落马，极具讽刺的是，这名局座，就是一面收
钱一面大讲廉政。其在就任局长后，多次在
公开场合表示要正确处理好人品与官品的
关系、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自律与他律的关
系。湖南省湘潭市原副市长朱少中，更是一
个“双面官员”的典型。朱的父亲去世，朱在
灵堂前立牌上写“拒收礼金”，还在媒体发表
题为《反腐倡廉，教育在先》的文章，大谈反
腐经验等，可结果呢，因为受贿、滥用职权，
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可以说，就是在见识了一个又一个这样
的“双面官员”的真实嘴脸后，官员的公信
力，就这样被瓦解或者是“误伤”了。前不
久，《中国青年报》报道说，近年来，“质疑”似
乎成了许多人的一种习惯。一听说有年轻
干部被提拔，立刻就怀疑是“官二代”。许多
人感叹，当大家都习惯性质疑时，“陌生人”
社会原本就不多的信任，也被再次蚕食。

更何况，正如有网友指出的，“不贪钱、
不贪色”等清廉行为，本来就是每个公务人
员必须做到的，现在倒成了官员向民众公开
承诺的内容。

于是，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香港——
世界公认的最廉洁的地区之一。香港的反
贪教育和严格的执行制度让官员由“不敢
贪”、“不能贪”转变为“不想贪”。所以，在现
实的语境下，官员“不贪”的廉政承诺很是苍
白无力。 吴杭民

相对于英国政治家本杰明·迪斯累
利那句“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糟糕
透顶的谎言和统计资料”，美国人达莱
尔·哈夫对统计数据的说法显得温和许
多，他认为，“普查工作者并非居心叵测
之徒，但并非所有的数据都产生于良好
的环境，也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会附有
对精确度的说明。”因为缺乏精确度的说
法，不仅使得一些统计数据变得毫无意
义，而且可能带来某种分崩与撕裂。

北京市统计局日前发布2011年各
区县主要统计数据，16区县例行“亮家
底”。其中在人均年薪一项，北京市区
县的数据显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
高的，当数拥有金融街的西城区，人均
年薪达到109753元。其次是东城区的
8.8万元、海淀区的8.6万元和朝阳区的
8.3 万元。另外，尽管西城人挣得最
多，可“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却是
海淀区的37746元，而“人均消费支出”
最高的是朝阳区，达到24799元。

不由想起几年前一个著名的网络段
子：“张家有财一千万，十个邻居穷光蛋，
平均下来算一算，个个都有上百万。”所
以一点也不意外，类似西城区“人均年薪
超10万”等数据，又紧紧跟随着一片“拖
后腿”“被平均”的哀叹。然而与此同时，
我们又实在不知道，那些总是发出哀叹
的群体，其基数到底有多大。显然在这
方面，最擅长“数字说话”的统计部门，从
未试图给出一个数据。

如果说统计部门长期容忍了“拖后
腿”的群体面容模糊的现实，正好佐证
了达莱尔·哈夫“精确度说明”缺失的论
断，那么，这种缺失事实上早已不止于
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种统计方法，
即在职工平均工资统计时，对统计对象
的单位结构作出相应调整，同时对不同
行业、不同社会收入群体再作一些相关
的分布性以及覆盖人数统计，那么，平
均工资的统计数据或许会更真实。

如果说，“平均数”是一个相当危

险的概念，已不只是因为它可能给决
策带来的误导，也因为它一再地对社
会心态产生刺激与挑衅。

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心态，指的是
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社会
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感受、社会情
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
和。“平均数”之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
的心态在弥散？我们看到的，每一次的

“平均”数据，都带来一次羞辱与伤害。
而那些总是“拖后腿”的群体，在日渐的
面容模糊之中，日益被所谓的主流社会
所疏离或者被抛弃，从而滋生进一步的
心理失衡。由此产生的，是社会共识的
破裂，社会价值观的分崩离析。

怎样的统计方法是科学的，如何
让统计数据更真实全面地反映实际情
况？这是统计部门要思考的问题。但
一个面容模糊的巨大社会群体，总不
可能一直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你终得正视他们。 杨耕身

“跪行管理”折射资本文化暴力
20日，西安城北一建材家居批发

市场陶瓷精品区内突然发生的一幕，
让很多商户瞠目结舌：一家商户的四
名员工，从百米开外的两个不同方向，
跪行至陶瓷店门口。该商户负责人表
示，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员工得到内心
升华”。（8月21日《华商报》）

因为没有完成业绩任务，就让员工
“跪行百米”，还美其名曰“升华内心”，
这种管理行为让人感到一股资本的冷
酷气息。当前，在利润第一的资本意志
下，形形色色近乎荒诞的管理安排频频
登台亮相，再比如某公司的“如厕培
训”：300多名员工要接受这项培训，公
司的管理人员不仅在厕所里示范大小
便的动作标准，员工学完之后还要签名
确认自愿参加这个培训项目。

员工上个厕所还需要培训，完不
成任务要“跪行”，员工感到受到了侮

辱，但企业管理者却声称“跪行都是员
工自愿的”。当真是荒谬到了极点
——这是一种怎样的管理心态？我
看，要求员工“摆正心态”之前，管理者
有必要先看看自己的心态“正不正”。

明明是管理心态出现了偏差，却
上升到了企业文化的高度。该企业主
管表示：“通过跪行方式可以让员工在
心灵上得到一种升华，从而在内心上
获得更大的能量……”当记者问，为何
在这些员工跪行过程中，公司一些员
工在哭泣？又说，“那是他们感动得在
哭。”明明是管理粗暴，却打着文化的
外衣，究其根本，无非是试图把员工

“塑造”成随意摆布、指哪打哪、放弃个
体价值思维的劳动力工具。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伪企业文化，或
者说是一种资本文化暴力。管理的决策
和制度，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管理者

自身的利益所在——如何降低管理成
本，如何方便管理，如何取得最大效益等
等。纵观那些“如厕时间不超过8分钟”、

“工作时间内只能上几次厕所”之类稀奇
古怪的企业制度规定，虽有形式的不同，
但“本质”都是一致的。当前，如此资本
文化暴力越来越大行其道，泛滥成灾。
与管理蛮横等资本硬暴力等相比，更具
有隐蔽性和欺骗性。

试图通过企业文化来凝聚人心，提
升管理水平，这本是一件好事情。但企
业文化在很多经济体内部却异化成了资
本维护利益最大化的道具，实在令人忧
心。说句实在话，要想消除资本文化暴
力对于劳动者权利的“凌辱”，指望资本

“大发善心”是不行的，还是需要政府职
能部门有所作为，为普通劳动者撑起一
把权利保护伞，别再让一些无良的资本
肆无忌惮地折腾企业文化。 王艳

王刚的锤子砸向了谁

王刚主持的鉴宝节目《天
下收藏》。如果现场专家鉴定
持宝人的瓷器为假，王刚则挥
锤砸碎。最近有场外专家报
料，称反复观看后认为“砸掉的

‘赝品’不少是真品，并且不乏
珍品”。

这里有一个问题，现场鉴
宝类的节目往往只是几位专家
眼观、手触，确定真伪。目前我
国尚未建立文物鉴定资格管理
制度。谁有文物的鉴定资格，
以及谁来对这些文物鉴定进行
监管，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完
整的体系来回答。理论上，一
个真正的文物鉴定机构，需要
有经验丰富的鉴定者，同时更
需要不同类型的精密仪器。不
过，最关键的还应该是这个鉴
定机构的独立。陆贞琴 刁博

“虽然公司每年都有10%
的工资增长,但感觉根本追不上
物价,现在中午吃个饭都要近
20元。”周炜华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现在房租每月1500元,吃饭
2000元,再加上水电交通什么
的,一个月的收入也就所剩无几
了,根本没有闲钱再搞其他消
费,“有时候再赶上个同学同事
结婚啥的,份子钱都快拿不出来
了。”(8月20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