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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分配模式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
张 扬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消

息称，我国行业工资差距已达15倍之高，居

全球之首。不光在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垄

断企业与私企之间、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

之间等的收入差距也十分显著。收入分配

中“强资本，弱劳动”的现象明显，贫富差距

已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

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悬殊，是中央“十二

五”规划建议的重要内容。那么如何解决

当前的收入分配问题呢？笔者认为，当前

收入分配的不公正、不合理，才是问题的源

头。缩小收入差距，必先拿造成收入分配

不公的分配方式开刀，革新分配模式。

首先规范一次分配程序。初次分配是

整个居民收入分配的基础，必须要加大劳

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相应降低资本的

分配权重。影响初次分配公平的是资源和

要素价格形成的不合理，使得国民收入分

配向资本和垄断行业过度倾斜。调整的重

点是提高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与劳

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就需要通过立法手

段，制定一个强制性的职工增资制度，包括

建立动态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劳动生产率

提高相协调的正常增长机制，以及企业内

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

二次分配是整个居民收入分配关系中

具有调控功能的重要环节，充分利用二次

分配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为重点，使居民

收入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以保障和改

善民生为目的，扩大社保覆盖面，达到推进

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通过完善体制和机

制，逐步扭转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政府

支出偏重于生产性投资的趋势，避免财政

收入增长挤压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解决

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不足而影响

居民消费的倾向。

当下急需要办的是，调整名目繁多的

各种津补贴和福利，堵住滥发漏洞，把高收

入人群中高出标准的部分降下来，再给不

足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增发补贴。这种“提

低调高”的办法，不仅对尽快缩小收入差距

有拉动作用，而且对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规

范工资政策，为全面实施工资制度改革预

留了空间。

另外，应进一步完善税制，充分发挥其

在调节收入上的功能。现行税制在设置上

存在缺陷，如遗产税等税种的缺失，个人所

得税等税种需要完善，有些税种还需要进

行改革，有些在设置上还需要能堵住偷漏

税或隐瞒不报等现象。成熟完善的税制对

调节国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也能起到重

要作用。

（作者系收入分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省人事厅原副巡视员）

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谁的“春天里”

“媒体渲染论”是对舆论监督的“过敏”
左崇年

时下，有一种

不适应媒体监督，

甚至害怕媒体监督

的“舆论监督过敏

症”——“媒体渲

染论”。持此论调的论点是“不利于社会

稳定，影响经济发展大局”；论证是“人咬

狗就是新闻”的西方新闻价值观已被中

国媒体所认同，论据是“仇官、仇富”。于

是，“防火、防盗、防记者”成了“媒体渲染

论”者的“防卫武器”；打记者、“跨省追

捕”记者已成为“媒体渲染论”者的杀手

锏。这是一种可怕的信号，值得警惕。

“渲染”本是一个文学术语。渲染也

是媒体烘托气氛的常用手段，即使是新

闻报道，在不违背新闻原则的前提下，给

予适当的文字渲染，可增强可读性，又何

尝不可。以弘扬主旋律为己任的新闻媒

体，既要弘扬主旋律，也当揭露假、丑、

恶。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赋予记者的神

圣职责，是实现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和社

会监督的有效途径。监督是动力、监督

是支持、监督是爱护，也是媒体发挥正确

舆论导向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随着

各种媒体的兴起，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

天，确有极少数媒体在一些公共事件的

报道中，为迎合读者而失去应有的理性

选择和公正的价值判断，有的甚至违反

职业道德，恶意炒作和戏说恶搞。但这

并不代表媒体的主流，更不能因此否认

舆论监督的巨大积极作用。

如今，一些持“媒体渲染论”的人，不

能适应在舆论监督下工作，对正面的表

扬报道，再多的渲染都能接受，可一旦见

到批评监督性的报道，就过于敏感，表现

出异常脆弱的心态，以致有官员对舆论

监督的反感，甚至少数专家学者对媒体

的反面报道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危险

暗示”，表现出杞人忧天般的担忧。按此

逻辑推理：报道刑事犯罪就会渲染犯罪、

诱导犯罪；揭露腐败就会渲染腐败，加重

腐败。这莫非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

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建设需要批评监督，批评是为了更

好的建设。“媒体渲染论”实际上是一种

可怕的文革遗风，是对“形势一片大好，

到处莺歌燕舞”的迷恋。是对媒体揭露

性报道的排斥，更是对正常舆论监督的

打压。“媒体渲染论”的大帽子如果不尽

快扔到太平洋里去，那么正常的舆论监

督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给公务员培训
多打几个问号

冯 奎

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由于翻唱汪峰的

《春天里》走红网络，旭日阳刚的经纪人黎冬

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近日，他收到了《春天

里》原唱者汪峰方面打来的电话，被明确告知

旭日阳刚今后不能以任何形式演唱《春天

里》。

旭日阳刚有了经纪人，有了商业合约，这

是好事，但一首歌也不能让一个组合吃一辈

子。对于文化产业或者创新能力而言，《春天

里》再美，也不能因为我们爱听就赐予演唱者

商业豁免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汪峰的决定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我们需要尊重。《春天里》

终究是汪峰的孩子——认清这个道理，我们

才是真正地爱护好音乐。

时评

星眼版欢迎读者来稿，本版投

稿信箱：xbxy2010@126.com

发榜F fabang
史上四种极限运动

1 悬崖跳水 悬崖跳水是一项非常有

挑战性的极限体育项目，毕竟能够

敢于从悬崖上跃入水中的人不仅需

要一定勇气，还要具备比较专业的

跳水基础。

3 鳄鱼蹦极 不是普通的蹦极，还要没

入满是鳄鱼的水里。据报道，在一次

高空蹦极中，曾有一名男子不幸被鳄

鱼咬下头颅，上演了悲惨惊人的一

幕。这项运动的危险性不言而喻。

2 骑车上墙 英国小伙Danny MacAskill

能把自行车骑到树上和栏杆上，还

能翻越3层楼高的墙壁。

4 火车漫游 不同寻常的一种非法运

动，火车漫游包括了爬火车和漫游

在一列行进中的火车或者轻轨（地

铁）外部。

发榜机构：凤凰网科技

发榜时间：2011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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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2 月 11 日有一则消息，

题目是《各地干部大轮训今年亮点多 关

键岗位境外培训》，集纳了广东、山西、湖

北、广西等地今年推动干部培训的具体

做法。公务员培训国外也有，做得好当

然能推动政府各项工作。但是公务员的

培训要政府投入很多资金、受训干部投

入很大精力，因此，更应该精打细算，算

算成本效益账，提高公务员培训质量。

请看一下公务员培训中出现过的和

正在出现的一些问题：

一、脱离实际。偏远的山区小县要

请新加坡的规划大师来培训城市整体规

划。有的市长县长一门心思要搞“国际

化都市”，花重金聘请国际国内最顶级的

大师大腕担任教授，全然不顾他是否对

当地具体问题有过专门研究。二、变相

旅游。国内的培训地点要么放在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要么放在风景名胜区。

国外的培训地点也是尽量安排欧美。

三、用时过多。许多培训的形式都被设

计成脱产培训，培训期间的双休日还要

算成因公出差。本来三天就能培训结束

的课程，连头带尾非要搞成一个多星

期。四、耗费巨大。请大师、进名校要花

很多钱。培训期间要参观游览还要花

钱。培训开始有开班式酒会，结束是庆

功聚会，中间还穿插着你宴我请。五、考

核不严。培训前没有提出具体的培训目

标和成果考核办法，培训班第一天差不

多就能领到结业证书，受训人员在网上

七拼八凑一篇培训心得就能应付了事。

总之，对于公务员培训我们要问一

问由谁来培训？在哪培训？培训花掉多

少正常上班时间？培训费要财政出多

少？培训效果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几

个问题问下来，质量不高的培训项目就

原形毕露。另外，公务员培训花的是纳

税人的钱，有必要逐步公开公务员培训

的内容、时间、花费等具体情况，让社会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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