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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底，两大石油巨头几乎同时上书，要求决策层终止原油进口多元化的改革推进。
孩子打架喊妈，当妈的总要问清是非，不该毫无来由地袒护自己的孩子吧。确实，两

大石油巨头在保障中国原油和成品油供给方面是主力，付出良多。不过要问的是，国内地
方炼厂和民营油站多了，是会导致国内成品油供给出现风险，还是恰恰相反？我们确信，
更多元的生产者会让产品的供给更有保障，竞争可以保障消费者选择的多样化，消费者利
益也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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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忍受“下跪维权”之重

话题：财政部官员称我国劳
动者报酬占GDP比重被低估

网友发言
10 年前小孩出生时，我的月薪是 1000

元。现在，我的月薪“涨”到1100元，老板说：
已经每年给你加工资了。 新浪网友

现在不是高低的问题，而是报酬分配不
均的问题。其实我并不是嫉妒有钱人，只是
过大的贫富差距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稳定。

网友剑斩清风
税收增长年年远远高于GDP的增长,地

方卖地、卖企业的钱一年比一年多，而医疗、
教育等福利支出比例却在下降。钱到哪儿去
了？ 网友中国人2010

这位贾所长前两天才发表过高论：国家
同时收房产保有税和土地出让金并不矛盾。

上海网友

话题：教育部将组织百名
高校领导赴美日等国培训

网友发言
在外国待上 20 多天就能把我国的高校

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了？这是赶着鸭子上架！
我今年大学毕业，学校推荐的那叫工

作？几十个人住一个房子里，工资才800元，
还得给学校400元推荐费。 新浪网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名校岂是区区10
年可以树立起来的？ 浙江网友

我保证10年后，中国会有一流的大学校
门、一流的大学高楼的。 乌鲁木齐市网友

向发达国家学习如何办学从上世纪 70
年代后早已开始了，大概没有真正学到手，所
以又要去学了。其实派人我们“不差钱”，我
们差的是思想、观念和体制。 网友沈瑞祥

有一个地方不可不去，那就是云南的国
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到那儿看一看，想一
想，何以民族苦难如此深重的年代，中国培养
出了那么多的大师级人物？什么叫独立精
神，什么叫自由思想，什么叫真正的大学，看
完就明白了！ 常州网友

话题：房产税覆盖非营业
性房产，沪深或试点

网友发言
按惯例现在是试探大家的反应，大家没

反应的话就这么搞了。 成都网友
拥有多套就应该收税，这样人人才能有

其屋。拥有两套以上肯定不是为住的，以营
利为目的当然要收税，对于房子这类特殊商
品，对以营利为目的要收重税。 广东网友

一般第二、第三套房都是要出租的，房主
肯定要把这个税加到房价里，到头来还是租
房人出这笔钱，与房价有何关系？降房价关
键是降地价。 网易网友

“该税计算的是房产的价值，不包含土
地？”傻瓜都知道，房屋的真正价值在哪里。
难道同样的房子，上海值100万，塔克拉玛干
沙漠里面也值100万？ 武汉网友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起
草修订的《工资条例》将在
年内出台，工资协商制度、
同工同酬等保障劳动者权
益的条款将被纳入其中。
（本报今日A24版）

《工资条例》的出台，
其实是顺应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趋势，也
是为分配新政的全面展开做铺垫。

但工资协商制度、同工同酬等问题，不仅
仅是工种问题、社会分工问题，更是权力分
配、权利多少问题。无疑，工资协商制度、

同工同酬等制度，在落实过程中必然阻力重
重。在目前的财税体制、财权事权分配、GDP
考核机制下，任何涉及一线劳动者收入、权
益的问题，也和地方政府发生直接或间接的
利益冲突。正是如此，无论是《工资条例》
还是分配体制的整体改革，从时间上说必须
越早施行越好；但过高的期待，是不可能。
因此不必指望，否则推进更难，造成公众普遍
的失望情绪。

务实地看，有妥协的出台和有妥协的施
行，是现实的选择，哪怕只是微小的进步，至少
是进步，比原地踏步要好。涉及分配问题的工

资协商制度，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大部分
一线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或许是个难以立刻
缓解的事实，但我们可以做的是，尽早出台《工
资条例》等更多保障劳动者收入、分配、权益的
法规。

工资协商制度、同工同酬等涉及收入分配
改革的真正深入、劳工权益保护的真问题，还
需要各项改革的同步推进。比如，从制度上强
化劳动者议价能力。国际经验证明，有无工人
利益诉求组织，工人工资一般有15％~20％的
差距。这些事实上都对工会的作用和意义提
出了新的要求。

工资协商制度须赋权于工会
□王垚（武汉）

社会关注

广东化州新
安镇梅子坑移民
新村耕地被邻村
侵占，发生冲突
后 ，梅 子 坑 村 6
村民被警方带来
的“社会青年”押
走 ，并 遭 刑 拘 。
随后，近百村民
披“冤”字白衣在
雨天长跪于市政
府门前，不但无人
理会，还被指“在
这 儿 下 跪 也 没
用”。（5月 18 日
《南方农村报》）

谨防“弱者武器”的恶性循环
村民深知自身无法对抗强权，但是，作为博弈的一方，

弱者本身的意图不在于产生冲突，而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
来获取同情，来引起注意。可以说，村民正是通过这种看
似消极、妥协的态度来维护自身权益的。也正因为如此，
下跪成了“弱者的武器”。

广东化州村民政府门前下跪一小时无人理，笔者以
为，我们更应看到隐藏其中的权力冷漠、无情和公民权利
伸张概率之微小。当正常的权利获得、正当的利益要求维
系于“下跪”这一载体时，就意味着官员对权力本原认识的
颠倒，把公权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异化成了公民对权力者的

“权利乞讨”。
毫无疑问，村民的下跪蕴涵着坚韧的力量，但是，这种

力量如果得不到重视，而是被权力者的冷漠消解时，则意
味着公民权益的维护将失去可资凭借的平台。并且，当那
些无助者都把下跪当成最后的武器时，“弱者的武器”——
下跪将成为社会不可承受之重！

这是我们应正视的。同时，谨防“弱者武器”背后的下
跪形成“示范效应”和恶性循环，也应成为社会的课题。

舒锋
当下跪成了最后的“维权稻草”

继4月13日辽宁庄河海洋村村民为反映征地补偿款不分配
及村干部腐败等问题在庄河市政府门口“千人下跪”求见市长之
后，又见这种辛酸无奈的场面。屈辱的膝盖换来的只有冰凉。

当不断有人宁愿舍弃宝贵的尊严把下跪当成维护自身权益
的最后“稻草”，当这根“稻草”在没有得到舆论关注时也并不能给
人带来必然的希望，我们不清楚，还有什么能够给这些下跪的人
以必要慰藉。

村民下跪，表面上是求见市长，实际上最终追求的是一种公
平、正义，而公平、正义原本就该属于他们，恰恰是权力的不作为
甚至侵害才让他们远离了公平、正义。我们集中审视这两起下跪
事件，有关部门或官员完全有机会可以“阻拦”村民的下跪，令人
遗憾的是，常规的权力运行机制没有履职到位，迫使村民们也选
择了非常规的方式——下跪。

村民集体下跪维权已经不是个例，且今后下跪维权事件还有
可能再次发生。除了撤换市长，权力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李英锋

谁给民众的膝盖骨“补钙”？
“世间若无公义在，但愿长跪不复起。”每次民众集体下跪维权，都让人产

生如此感慨。“跪倒市长”，成了人们从此类事件中提炼出的最新元素。
当然，这不是说下跪这种前现代的诉求表达就是正常的。而是说与其惊

诧于这种“行为艺术”本身，不如反省催生行为艺术的土壤，究竟应该怎样改
良。下跪在中国毕竟是陈腐气息浓郁的一种权利表达。用现代权利观点来
审视，一个屈膝的肢体动作，标注着权利尊严的受损程度。向公权力部门下
跪，即表明公民私权利折腰，而这是违反基本行政伦理的。

政府不是用来跪的，领导不是用来求的。政府受雇于民，主仆岂能颠
倒？若主子摧眉折腰屈膝祈求，才能换来仆人一个迟来的重视和解决，显然
悖逆法理人情。依法办事，应该是政府公职部门行事的唯一准绳，而不是在
下跪等行为艺术聚集了大量外界舆论压力之后，事急从权的一时敷衍。而下
跪本身，也正说明正常的维权途径，已经逼仄扭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若长
期得不到修复，那民众的膝盖骨缺钙状态还将悲哀而悲情的延续。 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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