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国家统计局11月11日发
布的宏观数据显示，10月居
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4 . 4%，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10 . 1%。对此，普通消费者有
着更强烈的感受，因为“菜篮
子”已经成为很多家庭越来
越沉重的负担。

物价飞涨，财富缩水，已
是民不堪其忧。不过，也有人
以达观甚至乐观的态度对待
近在眼前的通货膨胀。国家

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
说，虽然蔬菜等大部分生活
必需品价格最近上涨较快，

但是，国家重要物资储备充
分，防止通货膨胀有充足的
物质基础和手段保障。

作为中央政府部门的官
员，以高屋建瓴的姿态谈论
宏观经济，确实有助于增强
我们防范通货膨胀的信心。

毕竟在宏观经济层面，我们
的官员认为风险还是可控
的。只是这种大而化之的说
法还不能彻底消除民众基于
自身消费能力的忧虑。为应
对通货膨胀，国家有储备不
等于民众有储备，即便有些

人家底丰盈不惧通胀，也不
等于所有人都具备这样的实
力。

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可
以看出，物价快速上涨对底
层低收入家庭的冲击最为严
重，因为食品类价格为CPI上
涨“贡献”了74%。富人买首
饰，穷人可以不买，富人买豪
车，穷人也可以不买，但是富
人吃饭，穷人也得吃饭。民以
食为天，谁都离不了。在低收
入者的消费开支中，饮食所
占的比重，也就是恩格尔系
数，本来就比其他阶层高，食
品价格的暴涨恰好就击中了
他们的软肋，这比黄金和汽

车的涨价更有冲击力。

一方面，我国粮食生产
连年丰收，国家稻米、小麦储
备充足，远远高于世界储备
正常水平。另一方面，食品价
格成为CPI走高的主要推手。

两个事实加以对照便可看出，

远水不解近渴，当前低收入家
庭急需财政补贴，而不能让他
们成为物价上涨过程中首当
其冲的受害者。否则，贫富差
距只会继续加大，民众的幸福
感则随之降低。

在经济学界，对CPI高涨
持乐观态度的也不乏其人，

有专家直言中国要想成为强
国，非得是“三高”，物价高、

人价高、钱价高。经济学家厉
以宁也认为，中国应该提高
通胀的警戒线到4 . 5%，这样
才能确保经济的高速增长。而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人价未
动，物价高涨，钱越来越不值
钱。如果按照这些专家设计的
路线实现高速增长，民众付出
的代价显然还要继续加码。

在负利率时代，钱相对
而言越存越少，物价的高涨
和货币的发行过量更使得民
众口袋里的财富被稀释。为
此，“十二五”规划建议以科
学发展为主题，提出了从“强
国”到“民富”的收入分配制
度转型。令人遗憾的是，一些

官员和专家的目光仍然只看
重“国强”，忽视了“民富”，以
为只要“国强”便可以抵御一
切风险。车船税、房产税的征
收都已经箭在弦上，这两支
箭一旦射出，“民富”的目标
只会更远了。

虽然CPI高涨冲击着民
众的日常生活，但CPI的高低
还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无
论CPI如何起伏，共享发展的
成果必须落到实处，那就应
当给低收入补贴，给工薪阶
层提工资，给中间阶层减税
负。让民众的钱包鼓起来，比
单纯的国家储备充足更让人
有信心、有力量。

通胀预期下，给低收入者上个“保险”
“十二五”规划建议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提出了从“强国”到“民富”的收入分配制度转型。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官员员和专家的目光仍然只看重“国

强”，忽视了“民富”，以为只要“国强”便可以抵御一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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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赵连海和肖传国谁在滋事
前不久，我因急性阑尾炎

发作，住进了当地一家二等甲
级医院。手术后的第二天，主
刀医生把名片递到我的手上，

让我有什么情况，可打电话咨
询。果然，在出院后的20多天
时间里，我多次因询问病情，

在休息日给他打电话。

医生给自己做过手术的
病人发个人名片，是医生对病
人负责任的一种具体表现，展
示了他们不怕麻烦、亲近病人
的良好素质。有这样一张名
片，使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心距
拉近了，增强了彼此间的信任
感。特别是一些家住外地、交
通不便的农村病号，出院后如
果遇到特殊情况，通过打电话
这种方式，就可以得到满意的
回答。真希望越来越多的医生
可以给病号留下联系方式，随
时能够给病人提供帮助。

(姚国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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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身份决定命运，

还是奋斗决定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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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瞿同祖认为，

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拥
有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他
先天和后天所具有的身份，

这种社会就可以称为身份
社会。理想的社会，是人自
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大家经
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或遵
照大家都同意的法律来行
动。《共产党宣言》说的“自
由人的联合体”，现代人常
说的法治社会等，精神是相
通的。用契约取代身份，就
是用法治取代人治，用自由
流动取代身份约束，用后天
奋斗取代对先赋资格的崇
拜，其实质是人的解放。

对当代中国年轻人来
说，市场经济提供了许多机
会，但在许多情况下，就业
和买房都拼不过家境优越
的同龄人，职位升迁也是如
此，特别是男性。一位电视
节目主持人说：男生最惨的
是与官二代和富二代竞争。

近年来，人们发现，当社会
资源和机会更多的被强势
群体获得时，那些有个“好

爸爸”的人很自然地会在竞
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如果底
层群体的希望由“身份”决
定，向上流动渠道稀少，各种
争取和努力都无济于事，他
们对于自己的前景和这个社
会就会丧失希望，或者在忍
耐中消失，或者转而对抗社
会。所以，打破“身份”是个人
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和谐
的必要基础。

到底是身份决定命运，

还是奋斗决定命运？改革
开放的历史，已经对这个
问题作出了坚定的选择和
初步回答。如何彻底告别

“身份决定命运”现象，巩
固和壮大“奋斗决定命
运”的社会进步主流，这
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解决
好的关键课题。

□赵健雄

被称为“结石宝宝”之
父的赵连海一案，始终是
舆论关注的焦点。11月10

日上午，北京市大兴法院
在拖延许久之后终于作出
判决，赵因“寻衅滋事”罪
获刑两年零六个月。

有专家称，此案审理程
序本身就涉嫌违法，因为赵
早在去年11月13日就被刑
事拘留，12月17日由北京市
大兴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
捕。今年3月30日案件初审，

按理最迟应当于4月中下
旬宣判，拖到半年之后才重
新开庭，远远超过了法律规
定的期限。

至于赵获罪的理由主
要有两项：一是“采用呼喊
口号、非法聚集等方式起
哄闹事，严重扰乱社会秩
序”。另一罪行根据起诉书
的说法是，“以报案为名恶
意炒作，纠集煽动不明真
相群众及多家境外媒体记
者，到北京市公安局大门
东侧非法聚集，严重扰乱

该地区的社会秩序。”

赵是三鹿毒奶粉受害
者家长，在维权过程中创办
了网站“结石宝宝之家”，为
受三聚氰胺伤害的其他患
儿家长提供信息和资源，也
成为向三鹿民间索赔的组
织者之一，这个过程中难免
产生一些与官方不尽相同
的诉求和做法。

但从大方向上看，赵
试图达到的目的，即向不
良企业三鹿讨说法和帮助
别人寻求司法公正，与当
局并无歧义，至多也只是
采取的手段或对正义的理
解程度有所差别罢了。难
道我们的社会连这也不能
宽容吗？对赵“非法聚集”

与“扰乱社会秩序”的“严
重”程度，并未见警方出具
详细的事实证明，而一般
寻衅滋事最多判3年，赵
和警察并无肢体冲突等行
为，获刑竟达两年六个月。

人们不免产生联想：这是
对参与维权的其他当事人
的恫吓。

眼下在一些地方，“扰
乱社会秩序”几乎已成为
有关部门为意见不同又不
大听话的民众专门设置的

罪名，而碰到真正的“扰乱
社会秩序”者，倒显得相当
宽容。前些日子肖传国雇
凶伤害揭露其学术造假的
方舟子一案，法院判决肖
传国仅仅拘役五个半月，

还不到赵连海一个零头。

两相比较，孰轻孰重？其倾
向不是太明白了吗？这与
肖的官方身份及方的民间
地位恐怕也不无关系。

在一些人那里，司法
正沦为维护权力而不是保
护权利的工具。三鹿事件
因为企业宣布破产在先，

而法院受理索赔案件在
后，受害人作为可能的普
通债权持有者事实上已无
法得到任何后续的经济追
偿。如此细心的程序安排，

看起来帮企业、也帮没有
尽到责任的各级政府避免
了更多麻烦，却不免埋下
深深的隐患。多年来假冒
伪劣产品不绝，重要原因
之一，难道不就是相关部
门的姑息纵容吗？其后果
今天已渗透到几乎任何一
个领域。如果一系列做法
把整个社会都带入劣胜优
汰之中，最终的恶果恐怕
无人能够幸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