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
把我最近关于中国利益关系调整
的一些想法向各位做一个汇报。
今天我想主要谈三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

为什么要调整利益关系；第二个
问题，现在中国利益关系的症结
究竟在什么地方；第三个问题，就
是如何来解决当前的利益关系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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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为什么要调整利益
关系？各位都知道，现在正在制定

“十二五”规划，调整中国的利益关
系，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现在已经
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
情。调整好利益关系，
对于缓解我们当前的
很多社会问题、社会
矛盾，甚至社会冲突
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想简单谈谈对
富士康这个事件的看
法。富士康这个事件
发生之后，人们都把
眼睛盯在“血汗工厂”
上，说“血汗工厂”造成这一系列的
自杀。从我内心来说，我并不认为

“血汗工厂”是造成这十几连跳真正
的原因。我个人的看法，与其由“血
汗工厂”负责，不如由我们这个社会
来负责，社会的责任可能要大于企
业。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想象一下，
假如富士康就是这样的富士康，但
是这个工人晚上加班到八点，下班
了，他不是回到工厂的宿舍，而是回
到家，这家可能只有几平米，但是他
能见到他的老婆孩子，从这一天挣

的几十块钱当中，能摸出两块钱给
孩子买根冰棍，他能看到孩子很高
兴地啃这根冰棍，各位想一下，他会
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想这十三连跳，

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不
会发生。

所以富士康这个
事情告诉我们，在我们
这个社会当中有相当
大的一个群体，现在在
城市连这样一个哪怕
是最简陋的家也没有。
这个群体的人数现在
可能得有差不多一个
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

说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将
来的规模可能会达到两到三个亿。

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题目就叫《营造多数人生活的家
园》，现在看这个题目也不是很确切
了，应当是《营造每一个人生活的家
园》，也就是说，我们到了市场经济
这个时代，有贫富之分了，但是穷也
罢、富也罢，在这个社会当中，他应
当有一个地方，他应当有一个位置、
有一个空间，或者我们说得稍微浪
漫一点，有一个生活的家园。这个家
园好，可能在别墅里，这个家园差，
可能在贫民窟里，但是好也好，坏也
罢，他都应当有一个。

我个人的看法，富士康这样一
种管理方式，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
一根稻草。但是我们知道，稻草毕竟
是稻草，稻草不一定是根本的原因，
所以这个根本的原因应该由我们社
会负责，就是经济越来越发展，这个
城市越来越发展、越来越漂亮的时
候，一个相当大规模的群体漂泊在

这个群体当中，现在看不到
他们融入这个城市的可能
性，背后是利益关系的问题。

当前中国利益关系问题的症结
究竟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要解决这
个问题，不抓住症结是不行的。

第一句话，劳动者收入太低。
我们这一年里创造的全部财富，实
际上最后是三家来分，一家是政
府，一家是企业，一家是劳动者个
人或者是居民，现在是劳动者拿得
越来越少。

第二句话，城乡差距太大。现
在整个世界上平均的城乡收入差
距是1 . 5倍，超过2倍的国家很有
限，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像日本、韩国，还有中国的台湾，可
以说基本上都是低于1倍。我们的

城乡差距是多少？3 . 3倍。
就是收入相差3 . 3倍的两部

分人，他要面对同一个市场，面对
同一个市场当中的同一个价格，而
这个价格是依照城市的收入水平
定的，这是最大的差距。

我们以前，中国那时候就是城
乡二元结构，虽然城乡二元结构僵
硬，但是城市居民收入大部分是到
农村去走一圈。

各位可以想一下，现在时代不
同了，我们现在进入房子、汽车的时
代了，城市居民的收入大部分不到农
村走一圈，这事可比原来麻烦多了。

第三句话，刚才我说，黑色、灰
色收入太多。刚才我提到“十二
五”规划，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
利益关系的失衡、贫富差距的扩
大，有相当一部分是由非规范性的
收入造成的，或者说是由黑钱、灰
钱造成。

新生代农民工应在城市有个家

在一个社会当中解决利益关系
的问题，一定是很困难的事情吗？不
见得。从最表面来说，西方发达国家
解决这个问题就靠个人收入所得
税。我们没有个人收入所得税吗？有
啊！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富人的税
基本征不来。为什么征不来？各位都
知道，不掌握富人的收入。

说到这儿，我们实际上是看
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
一个社会里，政府掌握不掌握每
个社会成员的收入。所以从这里
边看，整个国民收入分配账目不
是很清楚，每年相当大一部分财
富分得不清不楚。

我们再往上追，追来追去，就追
到了一个很小的、很不起眼的、你还
完全能做的一个制度上，是什么？国
民收入记录的制度。这个制度看起
来很小很不起眼，却至关重要。

因此，政府对国民收入得有一

笔清楚账，贫富差距清楚了，解决问
题才有可能性。

除了国民收入记录的制度，
还有票据管理、账目管理等，这些
制度共同的特点，都是很小的、很
不起眼的，操作性很强，但却是非
常重要的、非常基础的东西。你看
起来这些东西哪个不挨着哪个，
但是我在这里把它和在一起，叫
做社会的基础制度。

这些基础制度有点类似于什么

呢？有点类似于城市的基础设施，马
路、桥梁、路灯、管道，换句话来说，
这些制度就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基础
设施，是我们社会生活的马路、桥
梁、路灯、管道、水电线，我们知道一
个城市基础设施出了问题，这个城
市生活就玩不转，一个社会也是如
此，一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出了问题，
这个社会就玩不转了。

如何解决当前的利益关系问题？
我认为有两句话，可以概括为四个
字。第一句话叫重建社会基础秩序，
可以概括成两个字“基础”；第二句话
叫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
机制，可以概括为两个字“机制”。

文/本报记者 杨凡 实习生
刘若涵 片/本报记者 徐延春
（根据孙立平在齐鲁大讲坛上

的演讲录音整理，有删略。稿件未经
孙立平本人审阅。）

收入相差3 . 3倍却要面对同一个价格

相当一部分财富分得不清不楚

在这个社会
当中，他应当有一
个地方，他应当有
一个位置，有一个
空间，有一个生活
的家园。

当前中国利益关系问
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就
是三句话：劳动力收入太
低，城乡差距太大，黑色、灰
色收入太多。

一个城市基础设施出
了问题，这个城市生活就
玩不转，一个社会也是如
此，一个社会的基础设施
出了问题，这个社会就玩
不转了。

21日上午，孙立平教授在演讲中。


	A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