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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9日就加
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建
设进行第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指出，加快
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要处
理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化的关
系、住房发展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
的关系、需要和可能的关系、住房保障
和防止福利陷阱的关系。

这四个“关系”的提出，不仅有
利于各级党委和政府组织和落实住
房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的建设，同
时也有利于公众认清住房改革的方
向，理性看待房地产市场，接受符合
国情的住房消费模式。

近期，不少地方楼市持续回暖

升温。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9月
份70个大中城市新房价同比上涨的
有69个，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等城市的房价同比涨幅甚至超过
20%。这个趋势不仅使一些地方实现
房价调控目标的压力大增，也使很
多群众对保障性住房建设寄予了更
大希望。确实，目前还存在着住房困
难家庭的基本需求尚未根本解决、
保障性住房总体不足等问题，需要
各地继续坚持民生优先的原则，优
先安排保障性住房的用地规划和资
金投入。根据“十二五”规划，到2015

年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

左右，这既然是政府对人民作出的
承诺，就应该全力完成。但同时也应
该看到，在住房供应体系中，政府的

“补位”体现在为困难群众提供基本
住房保障，大多数群众的住房需求
最终还是要靠市场解决。

什么样的住房市场才是群众期

待的呢？让相当多的住房消费者沦
为“房奴”，甚至不吃不喝几十年也
难以解决住房问题的市场，显然不
是。导致房价过高的原因很多，而主
要原因还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在市
场中获益过多。一些地方过度依赖
土地收入，为高房价推波助澜。弱势
的消费者在权力主导的住房市场中
只能忍痛“跟涨”。而跟不上房价上
涨的部分群众就可能会对政府产生
脱离现实的期待，希望政府把所有
人的住房问题都管起来。让群众过
上“住有所居”的生活确是各级政府
的工作方向，但是如果都寄希望于
政府的大包大揽，“福利”很可能成
为陷阱。回顾住房市场化改革可以
看出，目前很多问题并不是市场化
所致，而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政府提
供公共服务和市场化的关系，两者
应该有明晰的边界，但是在一些地
方时常出现“过界”行为。有些地方

借保障房的名义，以福利分房的形
式侵蚀市场，同时因为保障房建设
微利或者无利可图，有些地方对保
障房建设的土地供应和规划布局没
有多少兴趣，甚至在此过程中出现
权力腐败、偷工减料的问题。而群众
期待的住房供应体系，应该以公共
资源的公平善用、利益均衡为基础。
唯有“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
障”，才能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
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
的住房供应体系。

改革实践证明，实现“住有所
居”的愿景必须走市场化改革之路，
通过激发市场活力逐渐解决多层次
的住房需求。否则，重回公房配给的
老路，看似高福利，带来的后果极可
能是低效率和高腐败。欧洲债务危
机引发的经济和社会衰退，就与不
切实际的高福利有很大关系，殷鉴
不远，我们不能不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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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计划”不光瞄准诺奖

娄士强：有人将“万人计划”理解
成“选100人冲击诺奖”，这其实是误读。

“万人计划”是一项国家人才工程，该
计划2012年9月就正式启动了，包括遴
选三个层次的人才，100名具有冲击诺
贝尔奖、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的
杰出人才是第一层次，只是其中一项。

赵丽：我国本土科学家在诺奖自
然科学类奖项的零收获，令很多人感
到遗憾。这可能是许多人只关注第一
层次的原因。

许建立：冲击诺奖，需要规模庞
大又极具潜力的人才队伍做基础。而

“万人计划”的人才结构确实呈现“中
间大，两头小”的形式，覆盖面很广。

保证人尽其用很关键

许建立：从媒体报道来看，国家
对“万人计划”入选对象的支持力度
相当大，使他们能够在宽松的政策
下，安心搞科研，一心谋学术。但是如
何做到公平、公正选拔，使真正有潜
力的人才进入“计划”，如何合理利用
政策，都需要慎重对待。

赵丽：如果制度不严密、执行不
透明，优厚的扶持政策很可能会成为

“肥肉”，被一些不安心搞科研但善于
钻营、有关系有门路的人抢了去，那
样的话就事与愿违了。

娄士强：“万人计划”本身就包括

了三个层次人才的遴选，到底谁归属
哪类人才，应该享受何种待遇，评选的
过程相当重要。这就需要一个严密的
评价体系，需要公开透明的制度规范，
保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避免造成国
家资源的浪费，也避免埋没了人才。

提升科技实力是系统工程

娄士强：我国有十几亿人口，具
有科研潜力的人还是相当多的，不能
光把眼睛盯在“千人计划”“万人计
划”上。

赵丽：要让更多人投身科研并发
挥出潜力，首先需要一个公平、宽松
的学术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不需
要按资排辈、上下钻营，只要有真才
实学，就能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娄士强：教育也很重要。应试教
育压制了少年儿童的创造力，如果这
个“笼子”不打破，等他们成年之后，
就算是提供再优越的条件，恐怕也来
不及了。

许建立：而且，自然科学，尤其是
基础科学的研究，很多时候不是速成
的。要给真正的科研工作者足够的时
间和自主权，让他们有信心有动力去
坐“冷板凳”，不能急于求成。

娄士强：所以说，要想在科研创
新方面再上台阶，仅凭“万人计划”这
样的人才工程是远不够的。这是一个
全社会都应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同
样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百年树人”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冲击诺奖不能止于“万人计划”

健康的市场比“福利房”更值得期待
四个“关系”的提出，不仅有利于各级党委和政府组织和落实住房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的建设，同时也有

利于公众认清住房改革的方向，理性看待房地产市场，接受符合国情的住房消费模式。

现在出现的“逆城市化”趋
势，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并非生态
环境和舒适空间，而是暗流涌动
的利益和福利。一边是“望城却
步”的农民：户籍制度多年来构筑
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民难以
在社保、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
方面与真正的城市居民平等，长
期流动式的生活，使得他们一只
脚刚踏进城市门槛却又想缩回
来。另一边是“侵蚀利益”的伪农
民：他们将城市户口迁回农村，借
以户口之名的掩护，妄图从城镇
化进程中的拆迁和土地补偿中获
取暴利。

由此看来，“逆城市化”是固
有的户籍、土地、财税等制度催生
的利益之争和福利之困。多年来
依附于户口层面的利益分配格局
不打破，尤其是有关社保、财税、
土地、教育等方面的配套制度不
及时跟上改革步伐，农民就难以
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进城也
会出城，甚至弃城。另一方面，如
果没有制度规则的制定，不有效
堵住“非转农”的政策漏洞，就难
以让逐利的“伪农民”出局。显然，

“逆城市化”倒逼的新一轮深层制
度改革势在必行。(摘自《光明日
报》，作者倪明胜)

“逆城市化”倒逼更深层次改革

靠PS高大不起来

葛时事微微谈

葛媒体视点

□司马童

日前，有网友从安徽省宁国
市民政局网站发现一张领导视察
的悬浮照。30日，当地回应称，因
拍摄角度的问题，无法将所有领
导都拍进一张照片里，所以后来
将两张照片合成了一张。

在这张PS照中，众位领导的
身体被刻意放大，而接受慰问的
百岁老人则被处理成“微缩形
象”。照片人物的一缩一放，看似
相关工作人员“业务不精”，背后
却是扭曲的权力观在作祟。

在某些领导干部心中，“官本

位”意识根深蒂固，自身形象永远
要高大，参加活动一定要显眼，不
然好像就体现不出水平，就配不
上官职。和老百姓站在一起，更要
展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仿佛
和群众“一般高”是件丢人的事。
领导有这样的想法，下属自然心
领神会，凡事都想着突出领导的
高大形象，于是才生出PS照这样
的闹剧。

不过，“高大”可不是PS就能
造就的。如果没有好的人品、没有
为民干实事的作风，在群众眼中
不会有真正的权威，那些设计出
来的形象再伟岸、再大气，也骗不
了人，也就是糊弄糊弄自己而已。

(本栏目欢迎读者来稿，能以简
练语言清晰表达观点即可。)

葛圆桌评论

本报评论部

“万人计划”第一批入选名单于近
日正式发布。这一计划准备用10年左
右时间，遴选支持1万名自然科学、工
程技术、哲学社会科学和高等教育领
域的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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