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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观察 A23

日消费2～20美元就算中产
近日，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行）发布了一份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2010

年关键指标》的报告，据其提出的标准来估算，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的中产人
数为8.17亿。

亚行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亚行的报告中，有一个专门描述“亚洲中产阶级崛起”的章节，其中对中产

的定义是，每天消费2～20美元的人群。
不过，亚行将这部分中产又划作“底层”、“中层”和“高层”三类。它称，中

国的“中产阶级”中有 3.03亿属于底层中产，就他们的经济状况而言，略强于贫
困人群，一旦遭遇任何重大危机，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

亚行：日消费2～20美元就算“中产”
北京：月收入6000元攀入“中产”

郑州
月收入5000元
算中产吗？

中产阶层，那该是开跑车、吃美食、游世界，享受生活的“主儿”。在小白
领“翟飞翔”的眼里，“中产嘛，就是买啥都是只选贵的不选对的，出入的是音
乐厅，从来不吃地摊儿”。

然而，亚洲银行近日的一个报告，打碎了中产的这个传说。不过更多的
人说，亚行的报告出来之后，中产更像一个传说。

按此“传说”，中国8亿以上的人口，跑步进入中产。
那么，郑州呢？在郑州月收入 5000 元算中产吗？您觉得自己够中产

吗？在您的眼里，中产的标准又是什么？本报将连续推出相关报道，也期待
您说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晚报记者 辛晓青/文 马健/图

忽然“中产”，自己也不适应
对于自己的生活，张红宇有明显的优越感，“和我的其他的同学相比，我一毕业就有

了高薪，结婚后老婆捧的也是‘金饭碗’，大家对我的评价是什么我也很清楚”。
然而，关于把自己界定入中产，张红宇显然不大同意。“我只是收入较高，中产什么标

准？起码有很高的生活品质，但是我没有。”他说，自己属于那种没有时间去消费和享受生
活的人，“每天工作压力很大，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还有很多附加的内容，比如写书、写技
术标准，甚至替领导写书。要说消费，基本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我老婆也一样，天天加
班。”

对于当前的所谓“中产”生活，张红宇说，他一点也不适应。

中产标准更应关注生活质量
什么是中产？张红宇认为，生活品质是与收入同等重要的考量标准。“不说一年听

几次音乐会，起码要看几次电影吧？”另外，他认为还应包括定期的家庭生活日，“比如一
家人团聚在一起，出外旅游，或者是探亲访友。”

“中产起码是不为生计奔忙，比如我，如果不好好干活就丢了这个工作，那么立马失
去了生活来源，所以虽然收入较高，依然是在为生计奔波。”

在张红宇眼中，中国的中产都是奔波命，显然没有国外的中产怡然自得，或者只能
说是更像中产，“人家在市区有公寓，在郊区有HOUSE，周末都休息，呼朋唤友或去喝喝
咖啡什么的，公休时到海外度假，社会保障完备，什么也不用担心，可是在中国，比如我，
如果丢了工作，或得了重病，那结果都是毁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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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7万元
北京中产标准：月收入6000元

郑州月收入5000元算不算中产？
随着《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的公布，身边很多为房纠结、为孩子奔忙的人

一步攀入了“中产”门第，因为其标准是，在北京月收入6000元。
按照亚行的标准，日均消费14～140元人民币的，都可以算中产，那在郑州如何界定呢？
郑州一媒体的老总认为，在郑州，月收入5000元就可以算中产。
郑州市统计局 7月发布数据，2009年，郑州市城镇居民收入稳步增加，居民生活水

平和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到17117元。
如此算来，可支配收入月均1400元左右，加上房贷1500元、食品支出1000元、教育

医疗等其他支出全部加上，郑州普通市民的收入，确实赶上了“中产”。

本报今日继续讨论郑州中产
除了收入这个硬指标之外，在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等其他方面，您认为中产还应有什么

标准？期待您发表个人观点和看法。
参与方式：“爱晚报”论坛（www.izzwb.com）；热线电话：67659999。

当下生活与毕业时天壤之别
陈晓波 1990年大学毕业后，进入郑州一事业单位，月薪 120元。不过据他说，当时

郑州一碗烩面的价格是1元。
刚毕业那会儿的生活，在陈晓波现在看来依然是窘迫的。“那时的理想与现在的年

轻人一样，有房子车子。当时已经开始房改，运气好的年轻人一毕业正好赶上单位建
房，就省去了房子的事儿，但像我当时没有赶上建房的，也是渴望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除了经济基础的差异外，他认为和此时的差异，还有对生活、对人生的看法和感
受。那时没有那么多品质的追求，更多的是对基本需求的追求。对人生和生活的看法
也与当时的生活状态相匹配。

“中产”的精神追求和政治要求
经过几年的折腾，经过重新读研、海外读博，陈晓波现在已经是郑州某高等院校的

教授，也有自己的一笔股票和一个金融公司。
在旁人看来，他算标准的中产阶层。然而，他则把自己定位为刚刚“脱贫”，他对中

产有自己的定义。
“我认为中产阶层，他们最大的特质是渴望公平，对于社会的种种弊端，他们希望改

变。”陈晓波举例说，中产阶层应该希望依靠个人努力和专业特长而在公平竞争中取得
成功，他们对现代社会充满向往，并积极参与新社会和新制度的设计和建设。

在此基础上，“有一定的收入，且有这样的精神追求的群体才能称之为中产阶层”。他认
为，这个阶层不仅有中等的收入，相差不多的生活质量，更重要是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和政治
要求。

在中国很难有中产？
对于亚行的标准，陈晓波并不认可。

“以人均或家庭纯收入，或者说除去日常开支包括隐形的社会支出的可储蓄、积累
的收入作为收入的衡量标准更为科学。单纯地说多少美元，没有可比性，因为每一个国
家，每一个地方的生活成本是不一样的。”

陈晓波认为，我国目前且不说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仅仅是郑州，生活
成本已经与国际接轨。“国际上，美国通常的中产标准是按家庭年收入来划分的，平
均4万～12万美元就是中产，况且他们的生活成本也相对很低。”

另外，他认为，在我国各种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背景下，即使是中产阶层，其生活压
力，生活质量，特别是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和预期，与国外的中产相比也差得很远。

陈晓波
职业：大学教授，海归博士
收入：工资5000元左右，其他收入来源还有股票、个人公司等
家庭状况：妻儿定居海外

张红宇
职业：电力科研部门技术人员
收入：月薪1万～2万元
家庭状况：妻子在一机关做办事员，没有房贷，家里两台车，孩子上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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