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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全国“两会”全国“两会”

委 员 称 ：
买不起房就埋
怨政府和开发
商，是有些不
对的

“房价不能打下
去，而且也打不下去”

“保障性住房的建设需要两条腿，政府
解决一部分，市场方面也需要参与，与此同
时，老百姓的住房观念也有待改变。现在很
多人买不起房，就埋怨政府和开发商，是有
些不对的。”前日，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地产
500强”百步亭集团董事局主席茅永红在接
受和讯网、中国网联合采访时的这一观点在
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茅永红说
观点一：买不起房不该只知

道“埋怨”
对于城市“蜗居”的人们来说，2009年以

来房价的突飞猛进，一下子阻断了他们“买
房”的梦想。正当社会各界对房价高、住房
难的问题争论不已时，茅永红也抛出了自己
的观点，他认为，作为老百姓来讲，在住房的
观念上要产生一些变化。

“现在很多人买不起房，就埋怨政府和开
发商，我认为有些是不对的。”自己就是搞房
地产开发的茅永红委员表示，“本身没有买房
能力，就不要来埋怨政府、社会和开发商，因
为现在中国住房改革发展的投入是很大的。”
他还认为，像发达国家，日本、美国、英国、德
国他们的工资水平比中国人高得多，他们一
辈子就买一套房，一辈子也才能买起一套
房。而我们的不少大学生一毕业就要买房
子，结婚就要买房子，这种观念要变一变。

观点二：房价要“稳”，不能强
行控制

2月 27日温总理在讲到房价问题时谈
到了抑制房价问题，对此茅永红的观点是要

“稳健”地来实施，“房价不能打下去，而且也
打不下去，应该科学地来控制它”。控制它
要从几个方面来进行，政府要控制，金融也
要控制，开发商也要理智一点，要从这几个
方面来做。“现在一搞就打，打是不对的。”

“强行控制我认为是不妥的。”

观点三：保障性住房光靠公
共财政还不够

谈起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茅永红的观
点是，这是个“老问题”，每次两会都谈这个
问题。他认为保障性住房建设需要两条腿，
政府和市场合力解决：“因为我是搞房地产
开发的，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保障性住房，
从政府政策性上面要大力支持，同时要靠社
会支持，老靠公共财政也是改变不了的，必
须要结合社会资本、市场资本来参与保障性
住房建设。”

网友说
“这是什么谬论？”
茅永红的观点在网上一亮相就引来一

片“炮轰”，有网友气愤地质问：“这是什么
谬论？”记者发现，绝大多数网友都对茅委
员的观点表示难以接受，网友“蜗牛不慢
10”说：“这位委员言下之意就是如今的房
价是正常的了？”而名为“黄晓龙新主张”的
网友直言：“蜗居的日子不好过，特别是 80
后的人，真希望国家有关房价做个调整。”

倒是也有网友对茅永红的“买房论”表
示理解，“孙国防新浪博客”就认为，中国的
经济实力还没有达到世界先进国家的程度，
还没法与发达国家攀比，所以买房的确要看
自己有没有实力再定。 据《扬子晚报》

老婆干家务，老公应该发工资？
网友称这是“最雷人提案”

张晓梅委员接受本报专访：网友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是说在离婚分割财产时，把家务劳动作为补偿妻子的一个条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容时尚报》社长兼总编辑张晓梅在全国
两会召开前夕，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家务劳动应该工资化”的博文，
在网上引发“地震”，男网友和女网友还就这一提案在网上展开了一
场“口水战”，被网友戏称为2010年全国两会“最雷人提案”。昨日，张
晓梅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称，网友误解了她的意思，她的建议不是
在日常家庭生活中丈夫给妻子发工资，而是在离婚分割财产时，要把
家务劳动作为补偿妻子的一个条件。

晚报特派记者 张锡磊 晚报记者 廖谦 文/图

夫妻财产分割时，家务劳动该不该价值化？

说起这个被网友称为“最雷人提案”时，
张晓梅说：“网友肯定误解了我的意思。”

她说，首先“雷人”这个提法是从媒体来
的，而且很多人习惯看网上的东西，很多人
没有耐心地去通读你的东西。看标题，一媒
体上的标题是“老婆做家务老公要给工资”，
网友们一看标题就下结论了，不知道你说的
真实的内容。其实这个提案的核心是，现在
这个社会每一个人的独立性是越来越强，过
去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可能就意味着一
辈子大家相处在一起，整个的家庭的付出、
家庭的成果共享，但是现在实际上随着社会
结构的调整，还有个人的一些因素，这种稳
定性越来越弱，离婚率在提高这也是事实。

张晓梅说，女性有自己的特点，要生

育，要抚养孩子，本来就占据了很多时间，
按照我们的传统观念，觉得女同志做家务
是天经地义的，男同志是帮你。但是家务
事是每天都要做的，不是做了一天就算了，
每天这样的时间的积累，对女性自身的发
展一定是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是两个人的
感情好没有问题，不会计较付出，但一旦感
情不好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财产分配
时，物质是有形的，但是人的长期的付出是
无形的东西，我们不能只分电视机，大家应
该看到家务劳动长期积累的价值，那么在婚
姻财产的这样一个分配的时候，家务劳动应
该被看做是考量财产分配的一个因素。

“我扫一次地你给我多少钱，我肯定不
是这样的本意。其实更多的是呼吁大家共

同承担家务，大家要看到这个价值，而且这
个价值有可能是在今后离婚的时候，会产
生补偿的一个因素。所以你们之前都要共
同经营家庭，共同的付出，那就不存在这个
问题了。”张晓梅说。

在网上，许多网友说，工资一般是理解
成钱，家庭是以感情纽带为基础的，比如家
务做饭这些，要给钱，感觉到家庭就会变得
冷冰冰的，没有感情。

张晓梅说，这是一个词汇的问题，网友

的建议她现在也在考虑。“可能我最后的标
题会变成家务劳动价值化。”

她称，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想把这
个事儿用形象的语言说清楚，就用了工
资化这个词儿，感觉价值是特别虚的东

西，不容易被大家理解。“我把它还放在
网上征求意见，就是因为这个还有待于
大家的探讨，因为这牵涉到很多新观
念，等到正式提交的时候会有更好的修
改。”

网友们对这个提案的最大质疑是认为
这个提案没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张晓梅
说，如果没有她前年提过的那个例假休假
提案，她确实不会提这个提案，因为自己就
不会相信提案有实现的可能。

张晓梅介绍，前年的时候，人们对政
协提案的那种理解和接受度，跟现在相
比差很多，那个时候觉得一个例假休假
怎么能当全国政协的提案呢，这不是给
人感觉太荒唐了吗？但是对于这个提

案，政协是很接受的，《人民政协报》给了
这个提案充分的肯定。

“这个提案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而这
个提案当时觉得更没有操作性，一个例
假休假怎么有操作性呢？很多人提出
来，那你这个怎么请假，例假是一个隐
私，难道你是去开病假条还是怎么样，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弄的事情。而且例
假时间的长短，你到底怎么处理的，你
没有办法处理，根本是一个没有办法执

行的事情。然而这两年，江苏、南京、成
都都把这个事情当成了女工保护法修订
时考虑的因素。”

张晓梅说，所以正因为有了那个例假休
假提案的发展进程，她才会提这个提案。“虽
然我觉得尽管可行性会有一定的问题，但从
婚姻法的角度可以先营造一定的社会舆论，
然后具体到怎么样赔，赔多少，就要看具体
情况，随着时间的发展，自然地就会出现很
多办法。”

“网友误解了我的意思，我的这个建议只适用于离婚分割财产时”

“提案提交时我要把家务劳动工资化改为家务劳动价值化”

“女性例假休假提案的进展让我看到了这个提案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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