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言难尽话民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一言难尽话民生>>

13位ISBN编号：9787535563095

10位ISBN编号：7535563090

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时间：湖南教育出版社

作者：《书屋》编辑部 编

页数：24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言难尽话民生>>

内容概要

保增长、保民生、保就业作为当下中国的关键词，充斥在各种各样的媒体和会议中。
尤其是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尚未过去的情况下，民生问题便显得格外沉重和迫切，单是住房难、就医
难、上学难等问题，就令政府犯难，让民众心焦。
    《书屋》杂志历来注重弘扬理性和良知，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和现实关怀。
许多作者读书不忘阅世，作文贴近实际，多年来向读者提供了一批高质量的探讨民生话题的学术随笔
。
比如对于公众关心的大学教育问题，《书屋》曾推出专栏，就大学扩招的影响及后果进行反思。
论者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适当的大学扩招是必要的，但那种“大跃进”式的扩
招则是失败的尝试。
它不仅导致大学教育整体质量的下降，而且给就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据乐观的估计，现在每年毕业的六百多万大学生中，约有百分之六十多的人实现了就业，而剩下的则
大多沦为依赖父母养活的“啃老族”。
许多家庭投入数万元培养一个大学生，但毕业后即面临失业，久而久之将会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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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戴维·米勒曾经把“机会平等”的实质界定为“应得（Desert）”原则，通俗地讲，就是你付出
的可控性努力越多，你分得的报酬就应该越多。
而中国广泛存在的非法暴富现象是对“应得”原则的严重挑战。
美林集团《2004年全球财富报告》表明，截止2003年底，中国内地富豪总数达二十三点六万人，成为
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百万富翁聚集地。
这二十三点六万人拥有金融资产九千六百九十九亿美元，直逼中国一点四万亿美元的GDP。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所拥有的人均四百一十万美元资产，其获取时间不过二十几年。
据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中国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四千人，携走资金约五百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为四
千一百多亿元，摊在十三亿中国人身上人均达三百一十五元。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指出：中国富豪们的发迹史几乎冲毁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应得
之物”的信心，造成了广泛的相对剥夺感。
　　退一万步说，就算中国社会人人都是机会均等的，而且富人财富的获得也具备正当性，这个社会
算不算公平呢？
这就涉及世界银行提出的第二条原则：“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
”作为这条原则的具体化，世界银行提出，首先社会中不能有绝对贫困，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免于
饥饿权、身心健康权与受教育权”；其次，社会中不能出现过度财富分化，否则可能导致公民共同体
分裂。
而从这两条检讨，当下中国都存在严重的不公平问题。
从保障基本需要看，由于过去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保障网基本被摧毁，一些本应该由政府负责的基本公
共产品与服务改成由老百姓个人承担，使得大量游离于社会安全网之外的老百姓的基本需要根本无法
保障。
尽管因看不起病而等死，以及因缴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的现象并不普遍，但只要存在，即使是少数，
也会因其涉及基本人权以及因怀疑政府丧失了基本的救助功能而使穷人普遍怀有绝望感，这极大地增
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从财富分化角度看，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在2005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按基尼系数从低
到高排序，中国在一百二十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到第八十五位，已经与后面三十五个社会分化非常严重
的国家的水平相接近；报告指中国的基尼系数在过去二十七年间扩大了百分之四十。
因此，报告结论认为，中国制度转型造成的贫富鸿沟在世界上是十分惊人的，所以，这样的现象也就
不奇怪了：一边是矿工明知危险仍然抱着“炸死比饿死强”的心态下矿，而另一边是黑心煤老板在北
京车展会上叫嚣：“信不信连车模小姐一起买走！
”　　其实，中国当下最大的社会不公平还不是在经济领域，而是在公共领域中广泛存在的社会排斥
现象。
在消极排斥方面，往往是因为贫富悬殊导致贫困人口无法进入富裕人群的社会空间。
在北京，稍微具备一点档次的商场、影院、博物馆何曾见到过农民工的身影？
在积极排斥方面，往往是经济、社会某些规章或规定导致弱势与贫困人口无法进入某些社会空间。
比如，在经济生活中，金融系统对贷款人担保或抵押的限定，以及近几年出台的限制小额存款的规定
，将所有的贫困人口排除在金融系统服务范围之外。
在社会生活中，大城市对小排气量轿车的限制、宾馆门口“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内”的告示牌，都将低
收入者排除在某些场合之外。
公共决策领域的社会排斥则表现为强势集体一边倒地主导着关于改革设计的公共辩论。
以医疗改革为例，只要看看设计改革的是些什么人、什么机构，就知道这个制度肯定是不成功的，其
中财政部门代表抱怨医疗包袱太重；医药企业代表说企业利润太低；社会保障部门代表说医保资金入
不敷出；医院的代表说医生待遇必须提高，医院需要资金更新设备。
而恰恰最重要的代表即患者与老百姓被排斥在方案设计之外，于是，医疗改革就变成了政府扔包袱、
药厂与医院涨价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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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笑的是，就在国际范围内都对中国医改予以批评时，那些当初的方案设计者现在仍然因为高坐在
某些要位上而具有替自己的方案辩护的强势话语权。
　　中国的社会公平状况的确恶化到必须予以足够重视的程度了！
　　三、“更多社会主义”　　我们需要解决不公平问题。
然而不幸的是，在当下中国的知识界，公平一度竟然成了一个被玷污的名词。
曾经有段时间，不仅自由主义者攻击这个名词，将追求公平与乌托邦梦想和民粹主义联系在一起，而
且左派说起公平竟然也不能理直气壮。
究其原因，我们可以说，部分精英不道德地利用了“社会公平”这个名词，将其与贫困、绝对平均主
义、政治压迫以及剥夺财产权等造成的恐怖联系在一起，胁迫我们放弃所有的严肃的激进的信仰。
也就在其中，齐泽克称之为“保守的自由主义流氓恶棍”便可以为现存秩序进行辩护：他们知道有腐
败、有剥削以及诸如此类的不公平现象，但是，他们可以将所有试图改变不公平现状的努力指责为具
有乌托邦和民粹主义的危险性，认为它们是反改革开放的，甚至是反现代化的，因而不可接受，从而
有效地维护了他们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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