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四艘海监船再入钓鱼岛海域
日方拦阻并不断警告要求离开“日本领海”

我外交部：这是正常公务活动
日方：中国公务船再次驶入“日本领海”

25日，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发表的消息称，日本当地时间25
日清晨6点半左右，中国3艘海监船驶入钓鱼岛周围12海里的“日本领海”。

日海上保安厅称，这 3艘中国海监船是海监 51号、海监 75号、海监 83号。日海
保厅巡视船在现场实施拦堵中国海监船，并不断警告中国海监船离开“日本领海”。
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刚刚发现，又有一艘中国海监船进入钓鱼
岛12海里范围内。截至目前，在钓鱼岛12海里范围内，已经有4艘中国海监船。

日本媒体称，这是本月3日以来，中国公务船再次驶入“日本领海”。日本首相官
邸危机管理中心已经成立了“官邸对策室”，收集和应对中国海监船“侵入日本领海”
的问题。

我外交部：这是正常公务活动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25 日就中国海监船

在钓鱼岛领海执行公务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10月25日，中国海监

船编队进入钓鱼岛12海里海域。请证实。
洪磊说，10月 25日，中国海监船在中国

钓鱼岛领海进行例行维权巡航，这是中国公
务船对钓鱼岛海域行使管辖权的正常公务
活动。

综合新华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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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在吉尔吉
斯与当地人发生大规模
斗殴

据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和俄罗斯媒体
报道，中国企业在吉国参资的“塔迪布拉
克左岸金矿”（简称左岸金矿）10月21日
发生中国工人与当地居民大规模斗殴事
件，造成数名当地人受伤。当地居民举
行示威抗议，要求将中国工人赶回国。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 24 日
表示，目前事态已得到控制，中方公司已
从国内派出人员前来处理此事。双方情
绪比较和缓，都本着处理问题的态度，商
讨事情的解决办法。

使馆表示，吉尔吉斯斯坦的投资环
境比较复杂，一些法律法规也不够完
善。其他国家企业在当地也遇到过类似
事情，并非针对中国。

吉尔吉斯斯坦丘伊州内务总局 23
日表示，事情的起因是中国公司的一台
挖掘机作业时撞死了当地奥尔洛夫卡村
庄居民的一匹马，也撞倒了马上骑手，但
后者没有受伤。事件发生后引起当地居
民的愤怒，随后他们与中国工人发生争
吵并引发殴斗。在混战后，2 名当地居
民受伤住院。警方还一度逮捕8名参与
斗殴者。当地医院则称，21日的斗殴事
件发生后，有4名当地人入院就诊，均为
脑部受伤，但并不严重。

吉国内务部发言人表示，警方已加
强安全措施，在中国公司位于奥尔洛夫
卡村庄办公室的入口及整个矿区部署了
警力，道路交管部门也封锁了道路。为
防止意外，在该金矿工作的 300 名中国
工人已被送到邻近村庄。目前警方正在
给当地居民做工作。 据《环球时报》

记者：提到调节垄断行业的高收入，这也是舆论
比较关注的一点。

苏海南：调节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首先是应尽快
打破垄断，让民间资本进入到一些应该也可以开放
的领域，在经济发展中形成更好的平等竞争，同时加
大对垄断行业占有国有资源的相关税费征收，提高

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上缴比例，从源头上调控垄断行
业的高收入来源。

再就是真正落实总理温家宝多次提到的对垄断行
业实行工资总额、工资水平双重调控的可操作措施。
同时，要继续抓好对部分企业高管的偏高、过高收入的
调控，加大征收高收入社会群体的个人所得税。

央企自办学校医院等
逾8000个，年吞数百亿元
补贴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国资委主任
王勇 24 日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
《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
情况的报告》，报告剖析了目前国企改革
中存在的体制、机制、结构和历史问题。
其中明确表示，中央企业还办有医院、学
校和管理的社区等社会职能机构 8000
多个，对这些机构的费用补贴每年多达
几百亿元。

在报告中，王勇以央企为重点，指出
了当前国企承担的沉重社会负担。王勇
称：“中央企业还办有医院、学校和管理
的社区等社会职能机构8000多个，对这
些机构的费用补贴每年多达几百亿元。
中央企业现有离退休人员523.6万人。”

王勇表示，企业为此需要承担大量
管理和其他负担，解决国有企业厂办大
集体问题需要付出很大改革成本。

“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已经剥离了大
部分企业的社会职能，但各种长期积累
的离退休人员管理、困难群体帮扶等负
担还是很重。”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
员李锦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国企就难
以‘轻装上阵’、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若为
企业卸掉这些‘包袱’，又需要支付非常
大的改革成本，拖得越久改革成本还会
越高。”

据《京华时报》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
拟上涨四类人群收入
分别是：农民、城乡贫困居民、企业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工薪劳动者

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方案年内有望出台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在部署四季度工作时明确提出，
要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
案，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据尹成基介绍，目前，根据中
央的部署，各相关部门正在研究
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
案，经中央审议批准后争取在今
年年底前发布。

尹成基说，方案涉及人社部
的内容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和
企业职工的工资制度改革。人社
部将按照总体方案要求研究制定
相应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办
法。

尹成基说，人社部目前已着
手推进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
相关工作。比如规范公务员津贴
补贴、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
度和企业单位最低工资制度等。
下一步，人社部将对照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对相关改革
措 施 进 行 认 真 研 究 细 化 。

据《法制晚报》、新华社

酝酿多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终于有了时间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表示，本季度
将会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方
案迟迟未出台，因多方看问题角度不一样，难成共识。

与此同时，在25日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
也就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何时出台等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呼声由来已久，
历经8年之久终于“始出来”，仅仅是因为一些特殊
群体的阻挠吗？

苏海南：方案迟迟未出台的原因很多。
最主要的是，收入分配必然涉及利益关系的重

新调整，改革开放至今，不同领域、部门、行业和群体

之间的收入提升、生活改善幅度参差不齐。
在调整过程中，不同群体、不同领域受益或受损

的程度不同，因此所持立场也不一样。当然主要是
由于改革方案出台会对现行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
那些既得利益群体必然不满意，成为方案出台和实
施的最大阻力。

记者：您之前说过，此前中央已经明确、社会已
经基本形成共识的收入分配改革应是“提低、控高、
扩中”。在您看来，这三点哪个最难？

苏海南：最难的当然是“控高”，也就是如何调节
垄断行业的高收入等方面。这部分也是改革的重
点，但阻力最大，涉及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进而就
涉及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标本兼治，逐步推
进。比如一开始可以把点集中一些，把比较容易攻
克的难点拿下，再推广到其他难点。

记者：对于“提低、控高、扩中”，您认为着力点应
放在哪里？

苏海南：“提低”的重点是提高农民、城乡贫困居
民、企业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工薪劳动者这四部分低
收入者的所得。首先需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
系，尤其是城乡居民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
和各项标准的提高。

其次，应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待遇，争取对
现行养老保险“双轨制”有所突破。

另外，应合理适时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及社
会低保标准，同时建立并逐步健全劳动密集型行业
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并
继续抓好农民增收工作等。

酝酿8年之久，既得利益群体最难攻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