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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论

国家统计局 20 日发布数据，2013
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略
低于上年的0.474，表明收入差距有所
减少。对比国家统计局去年一次性公
布的自2003年以来十年的全国基尼系
数，2013年与2004年并列最低，远低于
2008年0.491的基尼系数。

就像 PM2.5、GDP 之类专业术语
一样，基尼系数原本是一个比较生僻
的经济学概念；因为其直接反映收入
分配差距而渐渐为人所熟知。借由媒
体的传播，很多人都知道基尼系数0.4
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超过“警
戒线”，贫富两极分化容易引起阶层对
立从而导致社会动荡。对照这一标
准，0.473 的基尼系数并不低，加快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任务紧迫。

具体到这个数据，公众似乎普遍
感觉偏低，以至于“无论你信不信，反
正我不信”。一方面因为部分学者计
算出了高得多的基尼系数，另一方面
也因为这个数据相当程度上偏离了公
众对于贫富差距的切身感受。对此，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专门做了解
释，认为“去年基尼系数 0.473 总体来
讲符合中国实际”。但是，这样的解释
能否消弭公众质疑，却是另一回事。

基尼系数严格来讲不是一个统计
指标，而是依照一些基础资料通过不
同方法算出来的。既然是算出来的，
依据不同的基础资料和不同的计算方
法，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因为
答案的不确定性，当然也不能排除人
为美化或丑化数字的可能。国家统计
局基尼系数的计算基础是40万户城乡

居民日积月累的记账。可连马局长亦
承认，“这些记账户特别是高收入记账
户，未必记得特别真实、特别全”。

这是最关键的：那些高收入阶层
会将自己的所有收入都真实记录，并
贡献给统计部门吗？那些灰色收入以
及存在逃税避税可能的收入，他们会
不会选择性“忽视”？在去年一次性发
布过去十年的基尼系数之前，国家统
计局一直没有发布全国居民收入的基
尼系数；每次被记者追问“为何不发
布”，马局长都会解释说，是“由于高收
入阶层的真实收入信息难以获取，导
致依据目前城镇住户调查计算出来的
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偏低，所以这项数
据没有发布”。

那么，在短短时间之后，国家统计
局现在是否已经能够获取高收入阶层
的真实收入信息了呢？之前基尼系数
没公布是因为数字偏低，现在虽然公
布了，但会不会仍然偏低？显然，基尼
系数是不是偏低，对高收入阶层真实
收入信息的掌握最关键；连税务部门
对高收入者的真实收入统计都难免挂
一漏万，普通工薪阶层依然是个税纳
税主力，又遑论统计部门呢？

无论0.473的基尼系数是否偏低，
数字本身只是说明收入差距已经过大
的现实而已，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更关键的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决心和行
动——传说多时的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要让公众能够看到更具体更务实
的举措。毕竟，收入差距的变化，公众
能够切身感受得到；而这种感受的变
化，或许比任何数字都更有说服力。
□舒圣祥

公众感受或比基尼系数更有说服力
■街谈

就在北京传出公务员蓄势涨薪之
时，南方的深圳立刻遥相呼应。近日，
在广东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深圳
代表团的讨论中，多位代表呼吁给公务
员加薪。“这几年企业员工收入增长非
常大，企业里工程师一级别的五六十万
很正常。”一位代表说，自己的职位到企
业工作将是现在的四到五倍。（1月20
日《第一财经日报》）

广东人大代表吐槽公务员待遇低，
将有关公务员涨薪的话题推向新一轮
高峰。自今年1月以来，有关公务员是
否应该涨工资的讨论已持续成为舆论
关注焦点。但纵览这些讨论，全社会对
此缺少应有共识。一面是公务员群体
抱怨禁令“一刀切”，影响了福利，降低
了待遇；另一面是意见精英们指责要求
涨薪者是卖弄矫情，不如辞职走人。

其实，关于怎样的工资水准才对得
起公务员，是一个颇有现实意义的改革
话题。治腐怎样才能管长远，治贪又如
何搞好预防？部门腐败、集体腐败种种
乱象，又如何规范？这些问题，都离不
开公务员薪酬制度设计的讨论。毕竟，
对多数公务员而言，“加官晋爵”过于遥
远，饭碗里的工资才是实在货。以此而
论，所谓公务员要求涨薪呼声，也有其
合理的一面。宏观制度设计上，也的确
应该把公务员的工作价值与薪资上涨
空间统筹起来，建立一个好的评估机
制，让基层公务员“有奔头”。

但具体到此次广东人大代表要求
涨公务员工资，有一个事实必须厘清。
新闻中，这几位代表要求涨薪的一个重
要理由，就是现有公务员待遇与企业白
领的水准相去甚远。不过，这些代表，

犯了概念错位的逻辑硬伤。公务员所
从事的工作，是政府职能的载体。其所
起的作用，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而
在市场经济中，优秀的企业人才，当然
待遇颇厚，但与之而来的市场风险也相
应伴随。一个为公司创造价值的员工，
才有可能不会因公司资金运转不灵而
遭遇裁员。而公务员群体中，除了那些明
显违反党纪国法的腐败分子，多数普通公
务员并不会面临这样的风险。因而，当广
东代表们为公务员“请命”高呼涨薪时，不
妨也花点时间和精力，关注下白领们面临
的市场压力与淘汰风险。不仅仅在涨薪
时才向对方学习，却忽略了白领高待遇背
后的市场清退机制。

虽然在北京、深圳等大城市社会治
理水平较高，一些出身普通的公务员确
实忙忙碌碌，工作压力不输一些白领。
但舆论对公务员的印象，多停留在“一
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这是
因为，从公务员的整体情况而论，人浮
于事的现象已成为一定程度的公共认
知。比如一些地区的职能部门，真正忙
碌的员工要么是临时工，要么是其他单位
借调而来。这就导致民众在情感上很难
接受任何关于公务员涨薪的声音。而要
想平稳地闯过这道民意关口，首先在制度
设计上，就应堵死偷懒耍滑的公务员出
路，给肯干、苦干、能干的公务员以希望，
真正做到老实人不吃亏。其次在队伍建
设上，建立不合格公务员清退机制，让敷
衍了事的“逍遥派”难以“逍遥”起来。而
当此之时，再来讨论怎样的工资水准才对
得起公务员，或许才不至于陷入彼此割裂
的阵营对立之中，赢得社会共识。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怎样的工资水准才对得起公务员

■个论

“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进医院”，
这话咋听都透出一股反人性味道。除
了烽火连天的岁月，你死我活以命相
搏的大战面前，不得已而为之以外，相
信在和平年代，断不会有人拿个人或
家人健康，开如此玩笑。

除非——也是身处于某场不得不
为的“战争”中。昨儿的新闻中，就有
眼熟的类似一幕：“孩子火车上发烧，
家长怕再买票难拒绝下车医治”。（1月
20日《东南快报》）

1月16日到18日，仅是福州铁路局
的几趟列车上，就先后有6对带小孩的
夫妇向列车乘务人员求助，大部分都因
为孩子出现发烧发热等症状而慌神求
救。但是，这些人也都是选择在列车医
务室，拿点退热贴给孩子贴上，并未接受
乘务人员建议，下车就医，及时根治。

如果抽离出大的新闻背景，单看
这个简单的新闻标题和事实，可能会
觉得孩子的家长，实在不可理喻。不
光是新闻中的孩子病了，那些看到自
己孩子发烧发病，竟还舍不得下车及
时就地送医，赖在车上不肯进一步施
救的糊涂家长，才真正病得不轻。

可是，如果我们从这通篇不过数
百字的不起眼的短文中，提纯出几个
关键字，或许也能多少体谅一下那些
涉事家长们的苦衷。比如“1 月 16
日”、“火车”、“买票难”等等。

相信，只要是还关心铁路春运的，都
知道这几个字在2014年春运中，意味着什
么。16日，正好是今年春运首日，“小病不
下火车”和“轻伤不下火线”与春运铁路联
系起来，就有了别样的意味。因为怕“再买

票难”，家长们都赖着不下车，说明他们心
里，这春运火车抢票，基本和“战斗”“战争”
是同义词，至少也是近义词了。

而那个“再”字，则说明他们对刚抢
到手的这张票，极为珍视。到底经历过
什么磨难才终于一票到手，虽不用详述
细节，但抢到和没抢到票的人，也都不难
想见。因为在“亲眼看着自己几个月或
几岁大的孩子发烧发病”，和“再重温一
遍春运抢票历程”之间，素不相识的6对
夫妇，一致选择了“先给孩子暂时退烧赖
到家再尽力诊治”，这份难言的选择之
痛，想来每个父母心里都不好受。

哪怕以他们仅有的医学常识判断，
孩子基本可以无碍到家，但也不意味着
这个选择对他们而言是轻松的。如果下
车再买票就像平时坐公交、打车一样随
意的话，任谁也不愿意孩子发烧受罪。

若说“有病”，或许病的不只是这些
有着“买票恐惧症”心病的几个患儿家
长。追根溯源，旷日持久，自有春运之日
起就没有一丝缓解之状的“买票难”问
题，才是这几起小病背后的深层病源。

只要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之势还没
有根本好转，而铁路等运力也不可能无
限制增长，没到年关的回家和买票难问
题，就会周而复始地周期性出现。这样
的讨论也会无休无止，对于每年那些挤
破头才搞到甚至还没弄到一张往返票的
民众来说，“小病不下车，是谁病”的讨
论，也永远不会变得轻松。而这，也是值
得相关部门正视的社会问题。既然短期
运力难以根治，就应该通过在火车上加
强医务力量，以更丰富、更好的公共服务
舒缓民众的春运焦虑。 □李晓亮

“小病不下火车”，是谁病得不轻？
■街谈

继去年 10 月 26 日和网友畅聊春
晚 后 ，19 日 17：40 到 19：00，央 视 马
年春晚总导演冯小刚再次现身网络
平台回答关于马年春晚的提问。冯
小刚称导春晚本就是挨骂的事，“骂
春晚”现在渐渐也成了一种习惯和时
尚，挨骂就当回馈社会。（1 月 20 日
《京华时报》）

越是临近春节，网络上关于春晚
的话题也就越热，这也说明春晚作为
全国人民的一种新年俗，它的影响
力之大。而作为新晋春晚总导演，
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在和网友畅聊
春晚话题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淡定
和 积 极 心 态 ，还 是 很 值 得 肯 定 的 。
按照冯小刚导演的说法，执导春晚
本就是挨骂的事儿，“骂春晚”现在
渐渐成了一种习惯和时尚，而他把挨
骂权当回馈社会了。

在冯小刚刚刚接受邀请，担任马
年春晚总导演的时候，就有人说冯小
刚不该趟这个浑水，免得毁了自己“一
世英名”，毕竟现在春晚确实是谁导谁
挨骂。从这个角度说，冯导接受这个
邀请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需要做好
挨骂的心理准备，但是接受这个任务，
也未必不是一次挑战，未必不是一次
人生与事业上的全新体验与尝试。既
然冯导在电影界已经称得上是功成名
就，拍电影已经很难让他再体会到艺
术上的成就感，那么换一个领域尝试
一下，也未尝不可。

再回到“骂春晚”上来。观众年年
骂春晚，又年年看春晚，这也正说明观
众对春晚的期待之高，如果观众连骂

的心思都没有了，那才是春晚的悲哀，
因为这说明观众已经彻底不关注它，
不关心它了。从这个角度说，网友们
骂春晚，其实也是盼春晚，盼春晚更好
看，更精彩。所以不管是冯小刚总导
演，还是春晚的导演组、其他组织者，
都应该把这种骂当成是一种鞭策和鼓
励。更何况，网友和观众的“骂声”中，
本身就包含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
议，完全可以被春晚组织者们认真梳
理，借鉴吸收。

春晚导演应该有种“骂骂更健康”
的心态，这是因为骂声确实可以让春
晚办得更好，更符合观众的期待。举
个例子说，以前春晚舞台上各种植入
广告层出不穷，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反
感，网络上更是吐槽声一片，结果从最
近两年的春晚开始，春晚导演组就坚
决向植入性广告说不，春晚舞台变得
更加纯粹了。如果没有网友和公众的

“骂”，能有这种改进吗？
当然 了 ，尽 管 冯 小 刚 导 演 对 挨

骂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并且以
积极健康的心态看待挨骂，但作为
网 友 和 观 众 ，也 应 该 多 点 宽 容 精
神 。 既 然 换 了 谁 来 执 导 春 晚 都 会
挨 骂 ，恰 恰 说 明 众 口 难 调 ，没 有 一
个 人 能 把 春 晚 这 桌 年 夜 饭 烹 饪 得
个个都满意，所以不分青红皂白地
骂，未免有失厚道与客观。尤其是
对于一直导电影的冯小刚，春晚是
他的“第一次”，大家更应该多点宽
容理解，少点求全责备。哪怕有一
点进步，就值得为他鼓掌。
□苑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