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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年薪达民工数千倍
应正视收入鸿沟

如此大的鸿沟令人不安。因经济增长而扩大
的“蛋糕”，并非等而食之才合理。对企业和社会
贡献率的大小，以及不同行业和工种天然存在的
差异，决定了工资收入的差异性，这其实是人力资
源的合理价格配置。但是，当收入差距已然失衡
到数以10倍、千倍时，这表明人力资源价格配置的
失衡，表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不均。

更需要担心的是，收入差距鸿沟的形成，并不
全然是行业以及个人竞争力强弱所决定的，而是
资源占有多寡在起作用。比如，许多垄断型行业
和企业的收入回报率较高，是基于行政式资源垄
断的地位及超强的谈判能力。而高管收入增长过
快，则来自其自行议价的权力。

这是需要通过机制建设加以监管和控制的
“特权”。一方面，因“特权”形成的收入差距，起着
负面的激励导向作用，它鼓励的是非竞争性的、非
市场化的；另一方面，收入差距过大在消费上起着
抑制消费作用。过高收入者基数小并业已完成基
本消费，而基数庞大的低收入者则难以提高消费
能力，这对扩大消费内需的调控目标具有极大杀
伤力。

长期以来，收入分配差距就是社会焦点，为公
众瞩目。对收入差距鸿沟不能再视而不见。好
在，这正是政策面要调整的重点所在：“限高、扩
中、提低”的收入改革方向早已确立，收入分配改
革方案也将于近期出台。

收入分配改革，需要以问题突出的领域为切
入点。比如，对于行政垄断型行业和企业以及高
管，应当有所限制。同时，需要认识到，垄断型行
业和企业的过高收入，属于对全民资源的自行处
置，这与充分竞争型企业形成的收入格局完全不
同。此外，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于中低收入群体的
分配倾斜。这其中，既包括对于低收入者实施更
大力度的财政补贴，也包括对于中等收入群体建
立工资增长刚性机制，减轻其应税负担。

在改革一次分配的同时，对于二次分配也需
要加以改革，以扩大收入来源。正视收入差距并
加以改革，并非“不患寡而患不均”，而是出于优化
经济增长环境和社会结构的需要。这是未来发展
必须夯实的基石。 迩 晓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日前发布的2011
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透露，我国部分行业工
资过高导致拉大收入差距。有的行业员工平
均收入达到当年城镇单位企业在岗职工平均
工资的10倍，有的高管年薪已经达到当年全
国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000多倍，相当
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4000多倍。

“6.3元过一天”有何用
17日是国际消除贫困日，联合国

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发
起“感受六块三”活动，号召公众用6.3
元过一天，体验体验，增进对贫困的感
受。为什么是6.3元？因为我国尚有
1.28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人日均收
入只有6.3元。

消息传开，应者踊跃。有媒体报
道了几名参与者的体验过程：车不开
了坐公交；吃仨素包子权当午餐，晚餐
吃碗馄饨了事，或者干脆只吃水果
……就这么紧巴巴的，还差点儿越“红
线”。体验者说，这下可感受到穷苦人
的不易了！

有人对此举不以为然。体验到
了，又能怎样？城里人过一天苦日子，
对贫困人群能有什么实在用途？

要说特有帮助，靠体验一把把贫
困给解决了，那是忽悠。消灭贫穷是
一项大工程，需要政策倾斜、资金支

持，更需要找到自主造血脱贫的路
径。战胜自然条件的贫瘠、还上历史
的欠账，需要政府、社会及贫困人群自
身的合力，得一步一个脚印地实干。

但是，过一天穷日子的体验，却有
它的意义。

首先，它是让贫困人群的生活状
态进入大众日常视野的尝试。随着经
济的发展，消费主义在都市盛行，网上
热议的是长假出国买奢侈品挤破头，
电视热播的是“成功人士”住豪宅品
红酒，贫困人群渐渐变得隐身化、透明
化。这种“隐身”是危险的：忽视，往往
是歧视、排斥的第一步，也是“仇富”心
态的温床。关注困窘，扶助才能更加
有力。

更重要的是，它还为换位思考提
供了契机。各阶层利益诉求不尽一
致，这很正常；但是，分歧如果过大，便
有害无益。社会的和谐稳定依赖统筹

兼顾各阶层的利益，实现各方均受益
的帕累托增进。“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
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可大舅
如果不能体谅二舅的难处，这协调和
兼顾的成本就会居高不下。在传统多
子女社会里，还有句俗语：要想好，大
让小。已经过上不错日子的朋友，体
验体验6.3元一天的生活，感受感受贫
困同胞的不易，有助于形成尊重人家
的权益和诉求的心理基础，这对社会
的共同福祉自然有好处。

当然，一次活动，即便有用，也有
限。贫困问题怎么能够更多地进入公
共视野，贫困人群的权益如何能够更
好地得到保障，怎样吸引更多的社会
资源和力量致力于缩小差距，才是关
键所在。一次网上广泛响应的体验活
动，若能起到“千金买马骨”的效应，便
算有功德，您说呢？

李智勇

单双号限行信息要公开
继续实施应进行听证

对于私车限行政策，从2008年出台之初就有
多方质疑，如此重大的对于公众私有财产使用处
分权的通知，仅仅是依据政府部门的行政命令，
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出台过程没有充分引入公
众的参与，也没有人大作为代议制机关的参与和
表决。

如今限行制度不仅可能延续，还要进一步扩
大，对此将引发的民意反弹，政府部门为维护政
策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有必要在评估时充分考
虑。

2008年的限行政策整体分为三部分，一是封
存部分公务用车，二是按尾号限行，三是大力发
展公共交通。从执行效果来看，公务用车数量至
今不太明晰，封存是否有效执行不可考；公共交
通有了较大发展，但还不足以满足市区便利通行
的要求。只有尾号限行得以延续实施。但交通
拥堵的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只注重落实单双
号限行并不能解决问题。

经过四年的试行，北京市交管部门对限行制
度的实施情况已经掌握了充分的数据和信息，应
该公开。限行尤其是限行制度是否真正对缓解
北京的拥堵问题做出了贡献，到底做出了多少贡
献，公众尚不知情。

参考北京市政府2011年关于重大行政决策
听证会的相关精神和规定，交通部门需要围绕这
个问题举行公开的听证会，同时落实对于重大行
政决策听证会中公众参与的部分要求，邀请研究
单位以及普通市民充分地参与意见表达。面对
这个关系到北京五百万车主的政策，必要时还可
采取网络听证等新的方法，充分吸纳更广大的市
民的意见，建立表达的渠道。

北京的限行制度，既可以是延续政府的闭
门决策流程，也可以是开放公众参与，尝试公共
决策的程序创新，而后者，无疑将为北京治理拥
堵提供更科学的决策基础和更广泛的民意支
持。

姚 遥

谁造成了中国上班族
压力世界第一

国人“亚历山大”，即便没有量化的数据支
持，也不缺真情实感的体验。“内地上班族过去一
年所受压力全球第一”，此一结论也许并不精准，
但至少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们的生活状态。坊
间嗟叹久矣，“脚下这方土地，位处一个高压社
会。”焦虑、迷惘，缺乏安全感，对未来少有稳定预
期……凡此种种，有见于拥挤的马路，有见于疲
惫的车厢，更见于上班族的言行倦态。

“压力第一”的结论，或重要无比，或无甚所
谓。毕竟，抱持宏观论视角，整体上升的社会期
内，“压力”也即动力：一方面，拼搏、向上的浮士
德精神，是此阶段奉行的主流价值观；另一方面，
这个时期的福利法则，渐从“个体对个体负责”变
成“社会对个体负责”。由此，有压力的生活，恰
是有希望的生活：你能触到梦想边缘，但先须跨
越一段坎坷。

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就在于他们试图挣脱旧
有的生活范式，却无法承受奔向“新生活”所要支
付的身心成本。某种意义上，“上班族的压力”，
同样是基于效率、公平的筛选机制——顶住压力
者向上流动，反之则反！空叹“压力大”，几乎毫
无价值。重要的是，个人如何以科学的方式自我
调适？全社会如何避免上班族的“勤奋”畸变成
一场集体的“精神自戕”？

人际竞争，固然是城市的活力之源；但，一旦
“竞争”突破人性的底线，便在酝酿危机。所谓
“全球第一的压力”，无疑是“过度竞争”的后果。
可惜的是，“上班族”无意识、无能力，消化此类负
面的压力：根据民调，旅行、购物、上网等，是国人
泄压的主要方式。但，集中、单一的休假模式，注
定了“上班族”的旅行时间有限、品质堪忧；至于
购物、上网等释压选择，意图以物质刺激、虚拟世
界填补心灵缺失，更是饮鸩止渴之举。

处处“加压”、无处“解压”，才是“高压社会”
的尴尬。市场供给层面，心理干预、情绪护理等
行业，尚且未能充分发育；而公共服务层面，卫生
机构仍不曾建构起，完善的精神健康监测、疗治
体系。“不累倒不休息”的职场文化中，工作狂式
的“强人”，竟成被推崇的偶像。毋庸讳言，这种
逻辑有些病态，也有些无奈。“玩命干活”的人群，
并未被传授，对冲压力的技巧。

以“压力”为内核，城市的苛刻竞争和筛选，
得以持续不断的展开。人口红利期、社会上升阶
段，企业就是有这般的“优待”。只是，社会的治
理机构，总不该任由过度竞争、负面压力继续爆
棚。众所周知，它们悖于抽象的正义，且潜在隐
患多多。 蒋景景

局长强奸女下属
牵出贪腐窝案警示啥?

阅读报道，不由想到我国的一句千古名训：
“天欲其亡，必令其狂”，还有西方的一句名谚：“上
帝欲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毫无疑问，黄平的

“疯狂”程度确实令人咋舌，但也为其“灭亡”埋下
了“伏笔”。

据报道，公诉机关的起诉书中提到，在2010
年 3 月至 2011 年 4 月期间，黄平利用上下级权
属关系长期威逼女下属多次与其发生性关系。
这名女下属结婚 7 年一直没有怀孕。突然有一
天，女下属的丈夫发现妻子怀孕 7 个月，莫名其
妙地要做父亲了，再三逼问之下，女下属讲出了
与黄平的情事。女下属的丈夫找到黄平理论，
并将其头打破。双方协商不成，女下属的丈夫
报警。去年 11 月 22 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刑
事拘留黄平。12 月 6 日，黄平正式因涉嫌强奸
女下属被东莞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
捕。该案在移交检察机关侦查起诉阶段，检察
机关在调查中发现了黄平在内的 9 名东莞交通
系统工作人员存在贪腐问题，于是，这宗腐败窝
案大白天下。

由此可见，先“疯狂”后“灭亡”，虽然不能归功
于“上帝”，但这也恰恰说明了“多行不义必自毙”，
是一条铁的定律，任何人都没法改变。

然而，掩案沉思，心中并没有对这宗贪腐窝案
的受审而生发快感。可以说，受 贿 贪 污 、白 占
干 股 、设 小 金 库 、强 奸 女 下 属 ，黄 平 被 控 多
罪，件件都令人恨之入骨。那么，为什么没有人
发现？没有人举报呢？特别是这名女下属在长
期威逼之下多次与其发生性关系，假如没有“意
外”怀孕7个月，假如女下属的丈夫对结婚7年一
直没有怀孕的妻子“意外”怀孕，“喜出望外”而
不去再三逼问其“来源”，恐怕这宗贪腐窝案还会
继续“窝藏”下去，而强奸女下属的“疯狂”也会继
续上演，等待着“灭亡”。

正因如此，笔者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网恢恢，疏而不
漏”、“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是多少落马贪官
验证过的“真理”，黄平和他贪腐窝案的成员注
定是逃避不了这一劫的。因为“伸手必被捉”毕
竟还不是“伸手”即“被捉”，对“伸手”者的查处
往往会有一个过程，就像“纸里包不住火，雪里
埋不住死孩子”一样，天长日久总有一天会水落
石出，总有一天会原形毕露的，在这一点上，是
毋庸置疑的。

但是，此案所暴露出来的“监督”缺位，不能不
让人震惊。“黄平式的疯狂”再次表明：只要手中有
权，不论职位高低，监督机制缺位，自律素养乏力，
腐败现象自然会像“胖大海”一样膨胀。因此，只
有上紧“监督”的发条，增强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
性，从制度上、从管理上、从源头上扎紧“篱笆”，堵
塞“贪腐”漏洞，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让

“黄平式的疯狂”无处上演。
林 伟

曾先后担任广东省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常平
分局、虎门分局局长的黄平，在任职期间，先后伙
同8名下属，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176万余
元、受贿215万余元。这宗贪腐窝案，因黄平涉
嫌强奸女下属而引发。（10月17日《法制日报》）

该学习新加坡整治垃圾短信
新加坡国会近日通过了个人信息

保护法案，禁止向个人发送市场推广
类短信等垃圾信息，违法发送垃圾信
息的机构或个人可能会被重罚100万
新元，约合514万元人民币，每条最高
1万新元，约合人民币5万多元。同
时，新加坡政府将成立个人信息保护
署，负责处理这一法案的相关事宜。

对于新加坡严惩垃圾短信的做
法，不少网友表示“羡慕嫉妒恨”，希望
能好好向新加坡学习。这样的民间反
应折射出公众对垃圾短信的厌恶之
情，也表明我国对于垃圾短信的整治
工作并不令人满意。

形形色色的垃圾短信令人不胜
其烦，这是公众最直观的感受。而若
更深入地探讨垃圾短信的实质，则其
同隐私权乃至信息安全等紧密相
连。诚如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
长雅国所言，新法案将增强新加坡作
为区域信息处理枢纽的竞争力，也有
利于缓解个人信息滥用给新加坡人
造成的困扰。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能
否建立起规范的信息传播秩序，确保
信息安全，甚至关涉一个国家的竞争
力和未来。

但就我国眼下的情况来看，对于

垃圾短信危害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远远
不够，甚至对此类乱象有纵容之嫌。
一些颇为耐人寻味的例证，可充分说
明这一点。

譬如在广州，一名手机用户因为
不堪忍受垃圾短信骚扰，曾将运营商
告上法庭。法庭上，戏剧性一幕出现
了：被告方律师称，接到传票后，已将
原告列入一份“红名单”，通知全体代
理商不得再向原告发送广告短信。并
且，按照被告方律师的说法，“那份红

名单基本都是省领导、市领导等级别
的人，原告能受此等待遇，可看出我们
的诚意！”如此说来，电信运营商不是
不能控制垃圾短信，为何垃圾短信依
然泛滥？个中原因令人浮想联翩。今
年的央视“3·15”晚会亦曝光了中国电
信为垃圾短信大开方便之门，并借此
敛财的情况，但即便如此，垃圾短信依
然泛滥成灾。

新加坡的严厉措施学起来并不
难，难的是拿出像人家一样整治垃圾
短信的态度，难的是拿出“打老虎”的
决心。若不肯放弃一个“利”字，若不
肯为民生向强势利益集团叫板，那么
人家的东西再好也是人家的。就算被
迫出台了一些看似严厉的措施，最终
也会在执行中走样，公众收到的垃圾
短信，一条也不会少。

晶 晶

据报道，15日北京市交通委发布《关于
2012年9月“畅通北京绿色出行月”缓解交
通拥堵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将评估在特
定时段、特定区域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
施的可行性”，以此作为2013年保障交通畅
通措施的研究内容之一。

被称为“史上最长黄金周”的中秋、国庆假
期刚过，某世界知名办公方案提供商发布了它
的最新调查结果：中国内地上班族在过去一年
内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至于压力到
底来自于哪里？统计显示，“工作”、“个人经济
状况”、“来自老板的压力”排在前3位。此外，
《生命时报》的一项调查也表明，所有受访白领
中，仅12.28%的人认为自己完全健康，超过四
成人觉得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

“捡30万金条不吱声”凸显银行冷漠

从道义上，捡拾到如此贵重的物
品，捡拾者有尽快报警和上缴的义务，
这不仅是为遗失者分忧解难的义务，也

是避免陷自己于不义的自觉。瓜田李
下，这家银行应该知道，“捡 30 万金条
不吱声”会给人造成误会却漠然置之，
说明其对自身形象基本不在乎；多日不
报警，直到警方和失主找上门了才承
认，和老大娘拾金不昧行为相比，差距
不是一般的大。这样的银行用“无德”
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今年9月7日，南京市民丁先生到
一银行的自助区存款，因操作失误，一
万元被ATM机吞了，当即联系银行客
服，被告之要等两个工作日才能处理
好。报警求助也无果，便想出一招，换
个电话致电客服，假称机器多吐 3000
元，5 分钟后客服便赶到了。(9 月 9 日

《扬子晚报》)“一吞一吐”间的天差地
别，可见银行将自己的利益看得多重，

将消费者的利益看得多轻。
网友总结：ATM 取出假钱——银

行无责；网上银行被盗——储户的责
任；银行多给了钱——储户义务归还；
银行少给了钱——离柜概不负责；
ATM出现故障少给钱——储户自认倒
霉；ATM出现故障多给钱——储户涉
嫌盗窃……所有这些无一不暴露出银
行很强势、储户权益极度弱势的尴尬
现实。

美国商业银行最多时有一万多家，
现在也有好几千家。而我国银行，数量
屈指可数，竞争不充分，就使得银行变
成了一个个“大爷”。所以，改变银行的
服务态度，关键在于降低银行业准入门
槛，培养更多的市场竞争者。

毕晓哲

丢了两根价值30万元的金条，
焦急之下遇到了两种态度。民警牺
牲休息时间，查遍全程监控录像；相
反，捡到金条的银行却不着急，等着
失主上门。“他们倒是报个警啊，也不
至于我发疯似的四处找！”原来，高女
士在沈阳市一家银行存款时，金条遗
落在银行的一角，被一位大娘捡到，
当时就交给了银行员工。高女士对
银行的所作所为有些不理解。“8日
捡到金条，为啥到10日还不报案？”
（10月16日新华网）

银行卡密码、保
险柜密码、QQ密码、
电脑密码……因总
担心记不住，牟女士
将生活中的所有密
码都记录在一个小
本子上，总随身携
带，但有一天她外出
购物回来发现，密码
本丢在了的士上，当
街 狂 躁 得 晕 厥 过
去。街坊急忙将其
送医院急救。(据《武
汉晨报》)

在神话传说中，密码、符咒等
都是验明正身，打开宝库的钥匙，
如《一千零一夜》中，只要一念“芝
麻开门”的咒语，藏宝的大山便轰
然洞开。在现实中，以往密码使用
并不常见，寻常百姓，有几把钥匙
足矣。

但如今，密码使用之多之滥，几
成一灾，除了五花八门的卡之外，进
门、上电脑、QQ 等也都离不开密
码。密码不仅成了通行证，也成了
累赘以至枷锁。

百姓身揣“密码本”本已称奇，
而丢了密码本竟至昏厥，更可谓现

代社会之“浮世绘”。其实，欲解密
码之焦虑症，关键还在设密本人。
现代人本不该为密码所累，而应趋
利避害，既借用科技之利，又降低对
其过度依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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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
之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