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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CPI所反映的
真实通胀水平

无论是从各项引发真实通胀的经济指标，还是现实生活的老百姓切身体验看，真实通
胀水平都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现如今，市场已经难以寻觅3元以下的菜价，消费者
体会到的物价飙涨水平，远远超出预期和工资增长。

目前的形势要求，宏观调控必须有一揽子的思维，任何一次的孤立出牌，都将产生巨
大的蝴蝶效应，各部委之间如果不能有效配合，今年的宏观调控亦将重现“一收就死，不收
就乱”的局面。何以作为，需要大智慧！ ——《上海商报》

社会关注

热点热点
话题话题

话题：官员因作风问题被
双规，举报者提供视频佐证

网友发言
一个梨放到筐里，坏了，可能是梨的

问题；如果很多梨放到筐里都坏了，那就
是环境问题了。 网友bjcaody

举报人既然手里有视频，必是亲近
之人，事先安排好房间，趁机录像，此人
不去勒索钱财，却去举报,可推断是政敌
所为。 新浪网友

用人的原则是德才兼备，德为先。
德才兼备为上，有德无才次之，有才无德
下之，无德之才会害人的。古训啊！

新浪网友

话题：广州数万人因集
体户口不能结婚

网友发言
我和妻子也是这种情况,没领证却是

事实婚姻了。她是外地户口，广州有套
她名下的房子,有次她不在,出租屋管理
人员要我出示结婚证,说没有就是租她的
房住,要她做出租备案和交税。真哭笑不
得。 新浪网友

户籍问题其实是利益问题，是社会
福利不平等的问题。 网友负司令

我就是挂在人才中心结不了婚，找
了很多办法，成本太高。最终在市区买
了一套二手房，才能结婚。所以这条政
策的出发点是逼你买房。 新浪网友

买房就可以结婚，可房是那么容易
买的吗？怪不得中国人一定要有房才叫
家了！ 新浪网友

昆明人才市场的户口托管的协议
上，明确注明不提供婚姻登记证明，想必
这种情况很普遍的。 网友猛男

话题：福建规定教师在
课堂散布“错误言论”将被
解聘

网友发言
如此规定极易成为领导挟私报复的

利器,教师还能安心乐教吗?
广东惠州网友

哪些是错误言论？要不要出本书大
家都学习学习？ 兰州网友

学校应该是一个思想碰撞的地方，
允许挑战权威，允许发表不同观点。这
样下去，中国永远不会有世界一流大学，
不会有诺贝尔奖。 成都网友

从大禹时候就知道，“堵”不是办
法。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堵”那“堵”
的办法，就说明有些人根本就没想着要
从根上解决问题。 深圳网友

话题：楼市新政或致地
方卖地收入缩水4000亿

网友发言
缩水是正常的，本来就是不当得利，

回归理性，很好。 唐山网友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是靠盖

房子积累财富的，即使有也必然归于失
败。靠房子制造GDP肯定不行。

杭州网友
土地政策是贪污腐败的温床，土地

出让金应该上缴中央财政，统一管理，来
之于民用之于民。

任志强被鞋砸反映的是民意,但任
志强被砸死,房价也不会降,老百姓还是
买不起房,因为土地财政在支撑高房价,
土地财政不改变,房价不可能降。

昆明网友

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
合同部部长张建国接受采
访时表示，我国居民劳动报
酬占GDP的比重，22年间下
降了近20个百分点。（本报
今日A06版）

国富民穷的盛世是虚妄的。同样，国富民
穷的现代化是镜花水月。现实，要求我们破解
国富民穷的瓶颈。

在笔者看来，就要从GDP至上回归民富为
本，就要减轻民生税负，加大民生工程的投
资，而下马那些投资大、见效快的政绩和面子
工程。尤其是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通过公
平的机制使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大幅提高。
从发达国家的数据看，居民收入占GDP的

比重大多在50%以上。这说明，国家在取之于
民上要轻宜缓，在用之于民上需重和快。如通
过税收调节将高收入阶层的一部分财富纳入
国民收入再分配；如进行高收入行业的工资阳
光化改革，像公务员工资、津贴的统一，还有
实行垄断行业工资封顶制，确保最高和最低行
业的工资水平差距维持在合理比例以内。最
重要的，就是使虚拟的平均工资落到实处。众
所周知，这些年的工资收入增幅平均数字并不
低，但是由于财富上的两极分化，这些虚拟的
数字工资增长就失去意义。因此，让虚拟工资
的增长变成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幸福，才是当

务之急。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追求国富的惯性

还在持续，那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楼、路、桥
建设工程依然是现在进行时。公众叫苦不迭的
看病难、上学贵和买房难等三大民生工程依然
没有解决。后危机时代，经济过热和通胀风险
又给民生带来现实的困扰，4月份的经济数据
足以说明通胀不再是预期而是严酷的现实。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创造条件”增加
国民财产性收入的论断。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
会前夕更是直接提出提高居民收入的迫切性。
这些都足以说明，在中国市场经济进入深水期
的情境下，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从国富（取之于
民）到民富（用之于民）的转型。

11日晚间，深圳富士康一名24岁的祝姓女员工跳楼身亡。这是今年
以来富士康发生的第8宗员工自杀事件。 据透露，近日，富士康请来五
台山三位高僧做法事，祈求公司平静下来。（本报今日A40版）

房产税对高昂房价效果几何？
上海楼市调控细则初步草案中，家庭人均

面积是判定是否征收房产税的重要依据。如
果符合征税条件，需按年支付相当于房产值
8‰的房产税。 （5月12日《上海证券报》）

房价高昂，源起于各种因素导致的地区间
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由此导致的人口畸形猬集
造成了供需矛盾激化，因此决定了，治这些城
市以及地区的高房价，必须从协调区域间共同
发展，改变人口畸形猬集的方向入手，才得以
治本，否则，其他任何手段、措施，都恐怕是缘
木求鱼。

以发达地区价值百万元以上的房产计，房
产税额为每年万元左右，相比于人口畸形猬集
前提下的炒房收益，其实也并不多，根本不可
能扼制炒房，而且，于炒房者不高的成本，于自
住、尤其是租住者，可就是沉重的负担了，将逼
迫更多人加入买房大军，供需矛盾更加激化，
甚至会进一步地助推房价。 许斌

以公众深度参与消除行风
评议的恩赐味

武汉市5部门局长经历了一场特殊大考：专

揭各部门“家丑”的暗访短片，市民打进热线电话

的质疑，主持人言辞辛辣的追问。这一切都在电

视直播的镜头前进行。（5月12日《武汉晚报》）
民众的“挑刺”和“怒批”，是被安排的；官民

对峙的有限火药味，是被策划的；市民代表的产
生，是按官方意图遴选的；电视台提供的这个监督
或泄愤平台，只是官家独家“导演”的。

所以，官员的沉重，是不关痛痒的，所能解决
的有限案例，是“暂消民怨”的幸运个案，对于整个
体系的政风行风建设，或许可以吹皱一池春水，但
离脱胎换骨面貌一新，还隔着万里长城般的厚度。

所以，当武汉收获一场官家与媒体合谋的
盛宴时，公众的郁闷与失望依然，明天，走向

“有关部门”的脚步，依然忐忑，所受到的“门难
进脸难看事难办”，涛声依旧。 杨光志

微软索赔恐激起“盗版联盟”
“微软向网吧业者索赔，并要求停止盗版”。

调查发现，厦门260多家合法网吧中，使用盗版软
件的占“绝大多数”。 （5月12日《海峡导报》）

2006 年，美国曾公开指责瑞典盗版党是
个无耻小偷，甚至不惜动用外交手段，并以

“将瑞典列入世贸组织黑名单”相威胁，要求
瑞典政府强令关闭相关网站，没想到经过一
轮躲猫猫游戏之后，相关网站不仅死里逃
生，还组成一个新的政党，取名为“盗版
党”，而瑞典盗版党的成立后来被视为网民
权利的觉醒，还被视为向国际版权保护体系
发出的挑战。

瑞典盗版党的胜利，让周围不少国家也纷
纷出现盗版党，还成立了“国际盗版党联盟”，
成为一个用以交流经验、交换意见的国际性论
坛组织。这种情势会否蔓延实在很难说，但微
软打击盗版软件是否掀起另一场“革命”，值得
观察。 卢一心

如果把做法事超度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借
此表达对逝者的悼念，并无不妥，但是，当用来
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路径选择时，这在笔者看
来，就是一种舍本逐末和南辕北辙的妄想罢了。

必须看到，富士康公司“跳楼门”的大背景
是“强资本弱劳工”的不平衡现状，并且，劳动者
权利观念淡薄和资方忽视劳动者的权利正在成
为相互影响，循环积累的社会病态。正如一位

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今后中国可能会发
生某种不稳定局面的话，那么，酿成这种不稳定
局面的主要因素应该是劳动问题积累和社会劳
动关系矛盾的激化。

从根本上说，与其做“法事”，不如给员工们
讨价还价的权利，给他们以话语权更为实际。
否则，做“法事”就成了一种对事实真相的遮
蔽。 舒锋

“我们的基层员工很辛苦，每天就像机器
一样做来做去，可以说被训练成了一台机器。
另一方面可以说基层干部，不尊重我们员工的
自尊心。有的时间，说不好就骂，有时候骂你
都很正常。”富士康员工的话从一个侧面证明
了富士康基层员工的生存境况。据称，富士康
十分重视成本控制。2008年，深圳市把最低工
资标准从750元增长到900元，这就让富士康
感到受不了。为此，特地把手机生产基地转移
到河北廊坊等地区。

一边，收入低；另一边，压力大。夹挤之

下，员工心理不出现问题才怪。富士康“八连
跳”，从根本上讲，是收入的问题。

富士康的问题，其实是所有转型中企业存
在的普遍问题。只是显得另类的是，以富士康
这样的企业规模、企业名气、企业实力，员工的
收入居然还只能无限接近最低收入线。当然，
这与富士康代加工大王的企业定位有关，但这
也充分说明，经济转型、企业转型的必要。这
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继续依靠低廉劳动力形
成的竞争优势，已经很难保持了。企业不转
型，没有活路；经济不转型，没有前途。 乔杉

富士康法事：超度还是遮蔽？

富士康八连跳说明转型之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