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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过快上涨会伤害
经济。”这是社科院副院长蔡
昉的最新说法。蔡昉指出，
工资上涨现象是好事，它能
改善收入分配，但是过快的
上涨也意味着有过多的企业
会变得困难。作为进步的一
种机制，我们看到一部分承
受不起高成本的企业已经垮
掉了，可是另一方面，如果过
快的话，的确会伤害我们的
经济，有点承受不起。因此，
我们并不需要工资无限制上
涨。（10月20日中国广播网）

在新闻跟帖中，蔡昉的
这个最新说法，几乎遭到所
有网友“拍砖”，很多网友表
示，“工资不上涨才会伤害经
济，因为消费者消费不起企
业产品，企业产品卖不出去
就无法生存，最后就只有倒
闭”；“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
要让老百姓挣更多的钱，以
保障生活得更好。可是按照
蔡老的逻辑——为保证经济

不受伤害，工资就不能够过
快上涨，发展经济还有什么
现实意义呢？”

专家考虑问题，也许更
多地着眼于宏大叙事，然而
老百姓考虑问题，往往发轫
于切身感受。比如，蔡昉认
为“工资过快上涨会伤害经
济”，是基于会给企业增加人
力成本，使一些承受不起高
成本的企业面临困境甚至猝
死，没有死的企业也可能会
撤离投资，或大规模外迁。
可是，老百姓却认为，通货不
断膨胀，经济泡沫不断累积，
生活必需品不断涨价，不涨
工资怎么生活？

可见，专家认为“工资过
快上涨会伤害经济”，网友认
为“工资不上涨才会伤害经
济”，都是从某一方面看问
题。从“发展经济发展是为
增进民生福祉”这个终极目
的来看，网友说法代表了百
姓心声，无疑更靠谱一些。

是啊，工资上涨和物价上涨
应该挂钩，工资不能过快上
涨应有最起码的前提，那就
是通货膨胀被有效控制，物
价没有过快上涨。没有此前
提，怎可不涨工资？

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
要指标之一，就是消费，提高
工资可以促进消费增长，不
但不会伤害到经济，反会拉
动经济增长。据说，那些从
不为腰包发愁的中国富人，
常常是“国内挣钱国外花”，
剩下的为数众多的老百姓还
只能在国内消费，这么庞大
的国内消费群体，如果在物
价飞涨中因工资多年不涨，
越来越丧失消费能力，恐怕
将会有更多企业倒闭，难道
就不损害经济？

事实上，无论专家抛出
的研究数据表明，这些年百
姓工资上涨得多么“快”，不
管外资企业是如何叫嚷着

“ 中 国 劳 动 力 价 格 已 经 很

高”，并宣称想撤出中国，老
百姓却有自己的切身感受：
要么工资多年不曾上涨；要
么工资上涨速度永赶不上物
价上涨速度；要么因生活成
本大增，完全抵消了工资上
涨的盈亏……使得工资压根
儿不曾过快上涨，更不要说

“无限制上涨”了。
而让一些企业面临困

境、猝死或撤离的主凶，恐非
职工工资过快上涨，而是给
员工购买社保等制度压力、
地租房租及原材料价格不
断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垄
断企业无序扩张带来的竞
争压力、“超国民待遇”消失
带来的税赋压力等。这些
压力使之倒掉或撤离，属于
正常的优胜劣汰，是市场倒
逼机制迫使一些企业调结
构、转方式、谋发展的必然趋
势。不可全赖到工资过快上
涨头上。
□何勇海

你钱包里的银行卡是磁
条卡还是芯片卡？用卡是刷
卡还是插卡？很多人忽略的
这些细节，其实关系到你的
资金安全。

本月底，我国芯片银行
卡的使用将告别“刷”卡转向

“插”卡，明年将逐步停止新
发磁条银行卡。银行卡换

“芯”正在加速，然而全国
银 联 磁 条 标 准 卡 存 量 达
34.42 亿张，如此浩大的换

“芯”工作该由谁埋单？应
当怎样推进？
（10月20日新华社电）

要推动银行卡换“芯”，
就必须在银行与客户之中寻
找一个最大公约数，让客户
既认可换“芯”，又减少银行
为此付出的纠错成本。换言
之，也就是寻找一个最好的
利益平衡点。虽然，从待换

卡的总数量来看，34 亿庞大
的基础数量令人望而生畏，
但事实上实际活跃在刷卡市
场的银行卡并没有这么多，
从人均持有卡来看，34 亿张
银行卡，几乎是每个国人人
均持有两张半。毫无疑问，
国民成员中，并非人人都需
要刷卡，未成年人也没有这
种刷卡能力，刨去一些被客
户遗忘与使用频率不高的银
行卡，真正需要换卡的基数
是不是大为减少？

具体而言，每一家银行
可以把换“芯”工作融合进拓
展市场方面的工作中，一面利
用现有客户资料做一定的梳
理，一面基于市场调查做认真
调研，筛选出刷卡一族的活跃
群体，并对这部分人群给予一
次免费换卡的机会。这样既让
客户觉得银行是真正把他们的

利益放在心上，又避免了回收
全部银行卡所带来的经济压
力，更重要的是借此树立良好
的市场口碑，以一次换“芯”工
作继而带动相关业务的开展，
优化经济与人力成本。

至于那些很少使用刷卡消
费的银行卡客户，则可尽到
告知义务，不一刀切地一下
终结所有的磁条卡刷卡服
务，而是给出一个具体的换
卡时间与免费换卡的准入条
件：比如持银行卡消费达到
一定的金额，让客户看得见
换“芯”优惠条件，自主选择
怎样的换卡方式。

说到底，过渡期最害怕
的是磁条卡被不法分子钻了
漏洞，银行因此面临与客户
钱财的责任牵扯。其实，破解
此一难题并非没有良方，如前
述所言，率先更换刷卡频率高

的磁条卡，遏制金融漏洞所带
来的金融危险，就能减少大
型资金被盗的可能性。若
是在换“芯”过渡期，客户银
行卡被复制盗刷，银行可以
通过相关技术手段及时追
踪到相关情况，或追回客户
经济损失或承担一定的赔
偿义务保障客户对银行的
金融信心。当然，所有这些
做法，从经济成本上来说都
需银行承担责任，但综合比
较已经比全部回收 34 亿张
待 换“芯”银行卡的成本要
小。更何况，对银行而言，这
种磁条卡的风险本就是其产
品漏洞，与其推三阻四面临
更大的金融隐患，不如换种
服务心思，换位思考，寻求最
合适的方案积极为银行卡换

“芯”。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银行卡换“芯”需兼顾成本与客户利益

■街谈

上海市交通委公布一项征求意见
稿，准备进一步规范出租车电调工具及
打车软件。其中颇具争议的一点是，禁
止打车软件显示乘客目的地。
（10月20日《京华时报》）

如果我们明白，打车难的真正原
因并不是打车软件的使用，我们坚持，
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最大程度调动人
的热情，就会知道这样的做法其实是
在把打车软件赶进死胡同，是对市场
调节的习惯怀疑，同时，也根本解决不
了那些拥挤路段和地段的打车难。最
终的结果，只能是打车难继续存在。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造成打车难
的原因是资源的过于集中。一些地方
之所以出现打车难，实质的原因是，这
些地方的资源过于集中。因为资源过于
集中，所以人流量较大，所以出行压力巨
大，当然出租车的营运成本就会很高。

其次，必须看到一点，打车软件的
根本作用是资源的配置。现在，因为
打车软件已经不能显示目的地，他们
就不知道下一单是否有利可图，下一
单是否继续拥挤，他们宁愿放弃这种
不确定的可能，也会力保自己的利益，
这是一种经济理性使然。

可能，一些人确实因为没有使用
打车软件受到影响，但现实是，任何软
件都不可能使所有人受益，即便是公共
政策也很难惠及所有人。所以，没有
必要也不该盯着打车软件的缺点不
放，忘记了这些缺点其实可以通过公
共服务的改进来完善。□李劭强

禁显“去哪儿”
是对市场调节的
习惯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