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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社
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提出养
老金替代率，也就是退休工资
占 收 入 比 的 最 低 目 标 为
55%。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
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数据
显示，我国养老金替代率由
2002 年的 72.9%下降到 2005
年的 57.7%，到 2011 年，这一
数字更是降至 50.3%，低于国
际警戒线。有学者认为，我国
养老金替代率下降的主要原
因，并不是退休金增长速度
慢，而是近年来在职劳动者
平均工资收入增长异常迅
速。（9月10日《21世纪经济
报道》）

公共养老金的基本功能，
就是要保障参保者退休后的
收入水平不因退休而一落千
丈；设立养老金的初衷，就是
在工作时为退休后存下更多
的钱，缴到国家统一管理的盘
子里，以便“老有所养”。如果
养老金替代率越来越低，则意
味着即使足额缴纳养老金，退
休后的基本生活难以乐观保
障，这无疑背离了养老金制度
的设立初衷。

关于养老金，最近一直被
热议的话题是延期退休。之
所以要延迟退休，尽管相关方

面一直否认，但说一千道一
万，根本原因就是要弥补养老
金资金缺口。养老金替代率远
低于国际警戒线，则告诉我们
另一个事实：即便像现在这样，
也是因为养老金发得少；如果
养老金替代率达到国际警戒
线，资金缺口还不知道该有多
大。这无疑是个可怕的现象。

为什么会如此糟糕？参
保人领得太多，这个选项肯定
可以排除；那么，难道是因为
参保人缴得太少，或者领得太
早？事实上，延迟退休因循的
就是这个逻辑，只可惜经不起
推敲。正如有网友说的：我们
要求并不高，公务员们交多
少，我们也交多少；公务员们
拿多少，我们也拿多少；公务
员们 65 岁拿，我们也 65 岁
拿。现在的问题是，公务员并
不缴费，却拿替代率最高的养
老金。因此，只要养老金双轨
制不并轨，任何需要参保人让
利的养老金改革，都疑似“耍
流氓”。

同样“耍流氓”的是，竟然
有专家认为，养老金替代率
低，不是养老金增速慢，而是
工资涨得太快。养老金替代
率是相对工资而言，“工资涨
太快”的说法貌似有理；可是，

工资涨得快不快，却不能跟养
老金对比，而应该跟 GDP 对
比。多少年了，居民收入一直
在苦苦追赶 GDP 增幅，距离
财政收入增幅更是遥不可
及 。 相 比 GDP 增 速 ，相 比
CPI 增速，相比 40 多个月连
续上涨的房租，工资真的涨太
快吗？

养老金替代率低，不是因
为工资涨太快，而是因为养老
金增幅比工资增幅更低。十
八大报告中郑重提出了“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
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
番”的收入倍增计划；与之对
应，养老金也应早日作出养老
金倍增计划安排，要不然，养
老金替代率只会越来越低。

现在的问题是，对社保制
度作出整体改革，钱从哪里
来？除了想尽办法让参保人
让利之外，是否应该先从削平
既得利益特权入手？更多的
国企红利是否应该吐出来弥
补缺口？社保投资收益连定
存利息都达不到，是否应该追
责？更多的“三公支出”、行政
成本是否应该省下让利社
保？养老金本来替代率就低，
还要延迟退休，总不能只在一
只羊身上薅羊毛吧？ 舒圣祥

■个论

养老金替代率低只因工资涨太快？ “救救汉语”未必非要取消英语

9月8日早晨，教育部前发言
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其
新浪实名认证微博上呼吁：取消
小学英语课，增加国学教育，取缔
社会少儿英语班，解放孩子，救救
汉语！引起网友热议。（见今日本
报AA13版）

王旭明作为教育部的前发言
人，现在的语文出版社社长，他对
教育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必然有
他的客观理由和现实依据。但王
旭明拯救汉语的愿望尽管良好，
想要落地却有很大难度。一方
面，中考、高考是学校和家长的

“超级指挥棒”，而英语又是其中
的必考科目。另一方面，在中国
日益走向世界，世界日益走进中
国的大背景下，一味取消小学英
语课，取缔社会少儿英语班，也有
些“与时不宜”。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不管是
学校还是家长，现在对小学生学
习英语确实有些“热情过度”了。
首先，当小学生甚至是幼儿园的
孩子，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投
入到英语学习当中，势必会挤占
玩耍的时间，甚至影响学习汉语
知识。

其次，语言学习是有科学规
律可循的，在缺乏语言环境的情
况下，对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们
来说，掌握一百个英语单词需要

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遗
忘起来却很快。而等到进入初中
以后，记忆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有了
提高，这时候再接触和学习外语，就
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
现在要求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学
习英语，是违背基本的教育规律的，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做了无用功，
结果自然是得不偿失。

同时我们也得承认，从语言
艺术的角度来看，任何一门外语
都有它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所在，并
非一无是处。我们身边也确实有些
孩子，在语言学习方面具有异于常人
的特长和天赋。那么，如果我们能够
把外语看做是和绘画、弹琴一样的一
门兴趣课、爱好课、特长课，允许孩子
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去自由
选择学习，不管对家长还是孩子，都
要轻松得多。如此一来，围绕英语学
习的争议，就要小得多。

说到底，“救救汉语”没错，但
“救救汉语”未必非要取消英语，
关键是我们应该把英语学习放在
一个什么位置，什么高度的问
题。即便我们目前还无法让英语
从中考和高考中“退出”，但也完
全可以通过政策把英语课变成选
修课，兴趣课；或者出台规定，严
禁各类重点小学、名校以英语作
为必修标准，来为“英语热”降
温。 苑广阔

■个论

真民意从炮轰假民调开始
邵阳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

委员会办公室，在全市范围内，
群发短信，打头就是一句让你都
不好意思反驳的似是而非的话：

“邵阳人要说邵阳好，家乡才能
真的好”。短信大意是，若接到
湖南省民调电话，同时给出了客
观公正、积极评价，凭通话记录
可领取误工补贴 300 元。（9月
10日《北京晚报》）

类似的做法，并非邵阳首
创。在“创卫（卫生城市）”“创文
（文明城市）”等各种官方“XX城

市”评选中，官方诱导民意，甚至是
直接注水造假的干扰之举，不胜枚
举。比如，为打造“慈善城市”，政
府下达指标全民索捐；为提高绿化
率，荒山涂绿漆。

还有沿街修上一水的漂亮
“遮羞墙”，将灰砖土瓦、断壁残
垣，统统挡在检查小组的视线
之外。哪怕彼此都知道这是应
付差事的掩耳盗铃，但是却都
默契地不点破，只为了那块对社
会民生并无多少裨益的“XX城
市”标牌。

各地似乎在这方面都是创
意无限，你追我赶，互不相让。
江苏南通启东、通州等地曾经在
一次“全面达小康”的随机电话
民调中，搞过“标准答案蒙混
法”：发下答案，让学生背熟答案

“协助”家长应对电话调查。
现在，邵阳就出现了“好话

补贴利诱法”。果真是前有标准
答案，今有好话补贴费。有时真挺
佩服某些地方部门在应付检查、欺
上瞒下方面的想象力。这股钻研
钻营的机灵劲儿，如果转换成勤奋

务实的政务作风，贯彻到实际工作
中，那么老百姓该得到多大实惠，
工作效率的提升空间又会多么巨
大。光是想想，都让人向往期待。

可惜，这种以真金白银来刺
激诱导出的民调报告，到底有多
少含金量和真实性？这样的调
查到底体现的是民意还是官
意？这样的例行公事到几近形
式主义的检查，除了劳民伤财之
外，有多少必要性？甚至不惜将
不上大雅之堂的“偏方”，广而告
之，毫无耻感，充分说明这些所

谓的检查与评比，到了深刻反思
其还有无存在必要的关头了。

如果民意真的被倚重，那么
所有注定被注水的形式主义调
查都应停止。让权力运作真正
敬畏民意，而不是将其作为可有
可无的调研陪衬。真民意第一
炮，就应该轰向假民调，因为这
是对民意的戏侮。好在 9 月 10
日下午传来的消息称，邵阳官方
已经叫停并致歉（9月10日中国
新闻网），希望，这是个可资借鉴
的作风转变的开始。 李晓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