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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打工的童丽娜，
每 个 月 的 工 资 只 有 1100
元。这样的收入，在北京应
该说处于低收入水平。从
报道中可以看出，她在北京
生活的艰难，吃不起肉，生
不起病。她对未来的“收入
倍增计划”抱有好奇心。（据

《人民日报》海外版）
吃 得 起 肉 ，这 样 的 要

求，若放在 30 年前的中国，
应该是奢侈的，但放在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当下，放在
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
国前列的北京，应该说这不
是奢望。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这
位年轻的90后，是刚刚走上
社会，刚刚找到谋生的手
段。她到北京之初，很是激

动，先是在火车上一夜未
眠，然后是游览了北京的几
乎所有景点。在身上的钱
快花光的时候，开始找工
作。在遭遇了一些坎坷之
后，她发现，到了北京，并不
意味着实现了更高的生活
水平。这个让她激动的北
京，对她而言，吃肉都是奢
侈的生活。

是 的 ，肉 不 会 从 天 而
降，到了北京，并不代表能
够过上“北京的生活”。在
北京游玩，与在北京谋生，
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在童丽娜的心目中，月
收入8000多元，在北京才能
过上不错的生活。但事实
上，相对于动辄数万元的房
价，即便月收入达到1万元，

也未必过得不拮据。
那么，童丽娜们，如何

能够顺利吃上肉呢？
其实，大量的“北漂”，

除了那些家庭条件好的人
们，当初来到北京，都是从
低收入开始起步的。所以，
刚开始的时候，吃不上肉，
并不可悲，也是正常的。

作为新一代的农民工，
在大城市，谋得一份工作，
目前的条件下，并不困难，
解 决 温 饱 可 以 说 相 对 容
易。但要想过得更好，经
常有肉吃，就要付出更大
的努力了：踏实工作，用心
工作，学得一技之长，逐渐
将“凭体力吃饭”变为“凭技
术吃饭”。

所谓的技术，其实并非

是多么尖端的要求。做农
民是有技术含量的，做农
民 工 ，当 然 也 有 技 术 含
量。无论是在餐厅当服务
员，还是在大街上当清洁
工，其实都有一定的技术
含量。所谓有技术含量，
就是用心做比应付做会做
得更好。

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有
大量以低收入起步的外来
务工人员，他们在这个城市
的发展过程中，都有值得尊
敬的贡献。他们中的许多
人经过多年的奋斗，收入水
平绝对不亚于那些在写字
楼工作的所谓白领，甚至远
远超过童丽娜认为遥不可
及的8000多元。

童丽娜最值得关注的

一句话是：“将来，我不知道
国家能怎么帮我这样的人
群实现收入倍增。”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所
谓的收入倍增计划，绝非是
给社会上每个人的工资增
加一倍。而是国家努力将

“市场蛋糕”做大，在这个做
大的过程中，那些付出更多
的人，有望得到更多。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收
入倍增计划，将会使得市场
上提供更多的肉，但是，这
不意味着每个都可以吃到
更多的肉，但这为每个人
吃上更多的肉提供了更多
的可能性。实现这种可能
性，更多靠每个人的争取和
努力。

□王海涛（北京 媒体人）

■ 经济民生

“收入倍增”并非必然有肉吃
所谓的收入倍增计划，绝非是给社会上每个人的工资增加一倍。而是国家努力将“市场蛋糕”做大，在

这个做大的过程中，那些付出更多的人，有望得到更多。

十八大报告针对人均
收入翻一番的内容引起社
会各界关注，而对于一个从
江西老家到北京就业的 90
后小姑娘而言更重要的是
每天都有肉吃。诚然对于
一个月收入1100元、实际到
手只剩 800 多元的人来说，
收入翻番并不是什么太具诱
惑力的话题，正如小姑娘自
己所言只有当上经理月入
3000才能过起吃肉的日子。

企业是人的集合，如果
说社会上有一个群体都存
在着明显而强烈的收入增
长需求，那么势必意味着企
业也将遇到同样的问题。
如果深思下去，小姑娘工作

的餐厅为什么开出显然违
背北京最低收入标准的薪
资，这或许隐含着餐厅本身
也出现了生存危机。近两年
人力成本上升是中国大部分
企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沿
海部分传统制衣行业薪酬甚
至出现了200%的增幅，同时
还需要面对租金上涨、员工
配套设施建设等要求。

显然要解决收入分配
问题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如
何让更多的企业赚钱，这不
仅是对经济环境设定的考
验，同时也是新形态下经济
增长模式的淬炼。美国也
面临同样的问题，如美国大
选中奥巴马和罗姆尼针锋

相对的经济政策，其实可用
“面违心和”来概括：奥巴马
的富人增税、穷人减税方案
虽然能够博得更多选民支
持，但如果富人到达赚钱边
际，则很有可能前往其他地
区投资，使穷人实际上失去
赚更多钱的机会；同样道
理，罗姆尼希望通过给富人
减税吸引更多本土化投资，
冀望不仅创造就业机会还
能 够 输 出 更 多 财 富 给 穷
人。但收入分配是无法完
全公平的，此举虽有助于改
善穷人收入，但前提必然是
富者恒富、穷者更穷。因此
实际上走到最后，对于这两
人的政策很大的可能仍然

是殊途同归。
在改革开放30多年里，

中位数收入以下群体为整
体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
献，与人均收入翻一番相
比，笔者更重视的是收入分
配问题：如何让中位数以下
群体获得更多的收入分配
权，同时还要保障企业的生
存空间。有句老话叫做“赔
本赚吆喝”，但在市场经济
中没有人会持续干这样的

“傻事”。或许目前遭遇生
存瓶颈的很多企业在过去
积累了足够财富，但我们没
有任何理由要求他们在此
时回馈社会，去干违背经济
规律的事。

因此，在笔者看来想要
让企业更好的生存，需要在
政策上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
空间，并给予愿意将更多利
益分配给员工的企业税收优
惠；同时，逐步提升最低收入
标准，并严格执行监管、监察
制度。我们曾经利用优厚的
政策吸引了大批精英回归境
内，现在我们需要拿出同样
的政策来吸引和鼓励基础从
业者，并提供良好的职业培
训和就业规划辅助。有了宽
松的政策再加上严厉的监
管，收入分配结构才能趋于
合理，居民收入翻番也就指
日可待了。
□温晓东（北京 财经评论人）

居民收入翻番需先让企业“吃肉”
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如何让更多的企业赚钱，这不仅是对经济环境设定的考验，同

时也是新形态下经济增长模式的淬炼。

日前，央行行长周小川
在某财经论坛上表示，“中国
经济始终有过热的冲动，政策
要始终保持对通胀的关注。”

眼下，各地新一届政府
上任伊始，出于对政绩的追
求，势必会加大各种项目的
上马。可以预期，若经济增
长导向没有明显改变，2013
年中国经济有可能像 2003
年那样，快速迎来经济过热
的周期，而这轮周期，必以
汹涌的固定资产投资急升
和银行信贷扩张为核心。

目前，不少地方政府明
显加快了通过税收奖励或返
还的方式吸引项目。而自上
半年以来，在稳增长的号召
下，发改委启动了一系列的
大项目，到明后年这些项目
绝大多数都已经“棋至中
盘”，想必届时全国又会到处
是工地，重化工业投资热、房
地产热此起彼伏。

在过去十年，中国经历
了数波高速的信贷扩张，由
此制造了两大过热投资领
域：一是重化工业投资热，钢
铁厂、水泥厂等遍地开花，导
致严重的产能过剩；二是房
地产热，先是京沪广深，后有
二三线城市，到今天已经是
蔓延至偏僻的小县城。不管
是信贷GDP比、广义货币等
指标，还是投资规模占 GDP
比，都早已经严重预警了旧
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但经
济转型这些年一直停留在纸
面，未见明显改观。

地方政府过度依赖旧模
式，其根源正如周小川所言，

“中国处于转轨经济中，企业
及地方政府财务软约束长期
存在”。这意味着，在“软约
束”之下，不管地方政府是
否具备财力和能力建设该
项目，因政绩的冲动，地方
政府都要上马项目。由此
造成的结果是，就如周小川
所言，“绝大多数情况下来
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主要是
希望能够放松货币供应量，
能 够 更 大 地 促 进 经 济 发
展。”这也是造成过去中国
货币一直处于滥发状态，“事
实上货币紧缩”从未出现的
主要原因。

而地方政府发展 GDP
的冲动如此激烈，与分税制
带来的“分灶吃饭”格局密
切相关。因为地方政府只
有把GDP做大了，才能增加
财政税收。上重化工项目，
发展房地产，拉大企业和大
项目，更是提高自身财政收
入的不二法宝。

犹记得 2004 年一季度，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居然跃升
到 43%的峰值，那是那轮经
济过热的巅峰时刻。现在，
中国经济需要以更大的勇气
与旧模式作别，重新理顺地
方和中央的财权、事权关系，
去除房地产泡沫，减税以还
利于民间，引导民间资本回
归实体经济，激发民间创新
活力。这才是中国经济转型
首要解决的问题。

□倪金节（财经作家）

■ 一家之言

谨防经济
再“过热”

新
京
报
漫
画/

许
英
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