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体评论年终回顾（三）

热议声声皆系民生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背景
下，中国经济绕过暗礁，继续劈
波斩浪，保持着快速的增长态
势。快速之下，亦有隐忧，房价
在调控中迂回上涨，CPI在惊
诧间连创新高，诸多民生问题
仍有待继续改善。如何减轻民
众的生活负担，让全体国民共
享发展的成果，有责任感的媒
体必须正视这些话题。

经济与民生的关系并非都
是空洞的泛泛而谈，那些在代
工厂中郁郁而终的年轻生命，
那些被上市企业污染的生态环
境，都在直观地警示我们，片面
追求增长的速度未必就是国家
和人民之福。这一年，呼吁经济
的发展方式的转变几乎成为媒
体评论的最强音。当然，实现这
种转变首先要从观念上颠覆那
些落入窠臼的陋习，比如新媒
体的商战，最终演变成互联网
上的“原始战争”，这一幕很是
刺眼。翻检这一年的媒体评论，
有不少话语值得我们再三寻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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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评论

2010年12月18日 星期六
编辑：沙元森 组版：马秀霞 B07

对房地产调控的期待

不能让楼市成为投机者的乐园
3月29日 新华社

楼市投机活动盛行，催生了房地产市
场的火暴，营造着供不应求的“繁荣”景象，
但随之而来的房价飞涨、空置率不断增加、
信贷风险迅速累积等一系列严重问题，让
大量百姓自住性购房的希望化为泡影。

调控的不只是需方，还应有供方
4月29日 时代周报

新政之下，短期市场出现了波动，但市
场仍处于高位运行，供需关系也并未改变，
供应依然短缺。而住房的投资需求、自住需
求虽经遏制，仍然比较强劲，此时应该从供

方着手，想法把价格往下打一打。

房产问题需要“调控”更需“变革”
4月19日 新京报

如果不从发展方式转型的大视野出
发，在采取短期调控措施的同时推进相关
的改革，住房问题有可能陷入“调死放乱”
的周期性循环。

保民生就要坚持调楼市
9月9日 人民日报

更多人能买得起房，不仅能解决住房
问题，还能拥有一笔稳定的资产，实现财
产性收入的增长，也才能让多数人共享经

济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成果。因此，本
轮房地产调控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的重要举措，意义重大，应当坚持不
动摇。

楼市调控已到关键时期
9月14日 人民日报

对于现有政策取得的成效应当审慎评
价，现有政策也存在一些缺陷，如重短期政
策调控，轻长期制度建设；重政策出台，轻
政策落实；缺乏与城市化、区域发展等长期
经济增长趋势相适应的住房和房地产市场
发展规划，缺乏区分不同类型住房需求的
调控政策；对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约束等。

与CPI赛跑

最低工资打赢物价，经济才能稳定
7月30日 南方都市报

社会中大部分人的收入水平打赢物价
增长水平，才能保证社会与经济基础的稳
定，也从侧面反映出这是一个能让大多数
人共享经济发展红利、具有民意基础的经
济制度。

稳定物价，政府该出手时须出手
10月27日 南方日报

游资频繁出没、热钱涌入炒作、个别行
业协会和企业的不正当价格行为、少数企
业和经营者串通涨价等恶意因素是哄抬物
价最直接的推手，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放任
不管。

控制物价是当前最大的民生
11月11日 新闻晚报

如何切实提高百姓劳动收入，让中央
政策惠及全体百姓；如何通过税收调节体
制，合理地增加普通百姓的收入，让多数
普通百姓真实地感觉到政府保障民生工
程的好处，分享到国家经济增长的“蛋
糕”，是各级政府需要优先考虑并切实履
行的职责。

稳定物价是“保民生”的重中之重
11月21日 晶报

政府并没有轻易地祭出行政干预的大
旗，国务院公布的16项稳定物价措施也体

现了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

物价冷暖呼唤关怀升温
11月23日 新华社

物价上涨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
重大的民生问题。面对严峻情况，国务院21
日专门下发通知提出稳定物价的 16条举
措，目的就是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保
障民生。

“物价控”先把政府提价控一控
11月26日 广州日报

既然要控制物价上涨，那就在打击民
间游资炒作的同时，从自身做起，先把政府
提价控一控。

高成本的发展

富士康的血
5月26日 中国青年报

中国试图再通过增量扩张来解决利益
冲突和社会矛盾的路已经走到头了，腾挪
的空间无多，已经到了必须公正合理地分
配财富的时候了。

富士康与中国制造的尊严
5月26日 工人日报

现在，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为中国制
造赋予尊严的时候了。尽管在不少领域，我
们面对着产业分工的低端、企业管理的缺
陷、社会系统支持的匮乏和执法的缺位，但
面对连续发生的悲剧和逝去的生命，任何
借口都显得无比苍白。

从富士康加薪看“中国模式”转型
6月4日 中国青年报

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空间较小，资方
为了攫取最大的利润，唯有从压低劳动力
报酬上入手，导致职工的收入长期处于低
水平，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协调发展。越
来越多的事件表明，这种以牺牲民众幸福
来换取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已经走到
了尽头。

倚权攫金 “紫金”之污
7月23日 钱江晚报

紫金山的金铜矿本是公有的自然资
源，它被神奇的手“点石成金”后，基本成了
私有的财富宝藏。而国家的权力资源，成了
攫取私人利益的工具。

紫金矿业高管为何不辞职
7月29日 第一财经日报

紫金矿业“中国特色”的问题在于，公
司管理层和地方政府官员结成了坚固的利
益同盟：管理层为地方官员提供高薪“养老
院”，地方政府官员为公司提供污染“保护
伞”。

千万罚单背后的若干问号
10月9日 北京青年报

污染了就该赔偿，这原本是走遍天下
的基本公理。然而我们周遭的流行规则却
是只污染不赔偿，原本应是中间人的地方
政府，常常摇身一变成了企业跟班，“奋战”
在赔偿安抚第一线。如此一来，公平与正义
自然难以期望。

201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也是不平静的一年。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令人欣喜，但是诸多难题也
让人纠结，比如房价的居高不下和CPI的逐步攀高。一些企业为了利益牺牲劳动者的基本尊严，一些
企业在逐利本能的驱使下跨越了道德底线，进行违背商业伦理的竞争等等。

事件：2010年是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年”，从年初的“国十一条”到4月份的“新国十条”，再到国庆前夕出台的“国五条”，调控成为
今年楼市的关键词。只是，各地房价仍然在迂回中上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指出，约半数城镇居民当前对政府的首首要期望是“降
低房价，解决住房难问题”。

事件：2010年，对很多人来说，跑赢CPI成为一件艰难的事情。粮食、水果、鸡蛋、肉类价格不断上涨，为中低收入群体增加了沉重
的压力，在个别地方，燃气、水电等公共产品价格也随之上涨。稳定物价也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

事件：2010年，很多行业都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廉价劳动力越来越稀缺，资本与权力的紧密结合，不仅污染了生态环境，也给
企业和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富士康员工的连续跳楼事件和紫金矿业的污染事故给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

无伦理的竞争

一场在你电脑上开打的新日俄战争
11月4日 东方早报

当一个用户，因为行业巨头之间的战
争，连选择使用一个软件的权利都被剥夺
的时候，这样的互联网是可怕的，这样的IT
公司也是可怕的。

摆平3Q大战要有人做规矩
11月5日 新民晚报

各家都有方、有圆，却都没有规矩：大
战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将社会效益和用
户利益放在心上，而所使用的招数，也逾越
了行业规则和法规所允许的正当商业竞争

范畴。

3Q战争：被压服的道歉毫无诚意可言
11月23日 南方都市报

当然应该有一份透着诚意的道歉，但
歉意的承受主体，一定是由于无德企业的
纷争而权益受损的广大用户。起码从现在
的情况看，两封道歉信，无论文笔的优劣、
修辞的好坏，都像是写给“有关部门”的交
差检查。

腾讯为什么敢折腾
11月15日 中国计算机报

如何确保我国互联网产业在充分而公
平的竞争下健康发展，给相关部门提出了
新课题。而腾讯和360互称对方留后门等蕴
含着技术复杂性的指控，又对司法实践和
司法从业者提出了新挑战。

陌生的互联网
12月7日 解放日报

无论是顶“360”一族，还是顶“QQ”一
族，因为信息不对称、技术不对称，都忘了
自己早已是被网络垄断企业技术绑架的一
介网“民”的可悲身份。

事件：11月3日晚，腾讯发布公告，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这场抢夺客户“桌面”的互联网大战，激怒了众多
网民。11月10日下午，在工信部等部委的积极干预下，腾讯与360实现兼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