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星给了我们精神元气

5月17日，《人民日报》
发表评论文章，针对今年1

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杂
志集中刊发的“国家资本
主义”专栏文章，以及同月
瑞士达沃斯论坛组织的关
于资本主义的一场辩论，
批评“国家资本主义”论。
评论指出，这些文章和辩
论传播了这样一个基本观
点：即中国、俄罗斯、巴西、
印度和新加坡等国搞国家
资本主义，这些国家热衷
于自主创新等经济活动，
严重威胁到西方“自由资
本主义”。

文章指出，“国家资本
主义”论者为转移世人对
西方金融危机、债务危机
和持续经济危机的视线，
试图将危机的成因部分归
咎于新兴经济体的“国家
资本主义”。众所周知，国
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本身已
经表明，自由放任的市场
经济之路处境艰难，建立
在私人占有、资本逐利基
础上的垄断资本主义无法
应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
良性发展。

“国家资本主义”论者
却说：西方自由资本主义
危机恰逢一种强大的新型
国家资本主义在新兴市场
兴起，自由资本主义的危
机因强有力的替代者———

“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而
显得更加严重；国家资本

主义在发展中，现金充足，
而西方国家危机又给它壮
了胆。而现实情况却早已
证明，发展较快的“金砖国
家”等不仅没有导致和加
剧西方国家危机，恰恰相
反，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
中国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
还在相当程度上拉动了世
界经济的复苏，缓解了西
方的各种危机。

文章指出，“国家资本
主义”论者列举了所谓国
家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
意在阻吓新兴市场国家的
人民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
努力。他们认为，“国家资
本主义”在全球积极并购
外国企业、争夺国际资源、
热衷于自主创新等，但它
不擅长科技创新，会导致
不自由、腐败和最终失败，
会对自由市场经济构成危
险并危及民主制度。

“国家资本主义”论者
在给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套
上“国家资本主义”帽子时，
更着眼于鼓动歧视和遏制
独立自主、主持世界公道的
国家。他们不顾资本主义危
机给世界带来巨大漩涡这
一事实，反而大声疾呼“国
家资本主义”给全球经济
体系带来所谓复杂棘手的
问题，比如确保公平问题、
把国有企业当做扩大军事
实力的工具等。但具有讽
刺意味的是，他们眼中这
些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近几十年来根本没
有向外强制性输出价值

观，中国相对扩大军事实
力也是被迫和防御性的。
实行金融控制、强权政治、
单边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政
策的真正主体，是在全球
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发
达国家的国际垄断资本和
军工利益集团结合体。

文章指出，“国家资本
主义”论者借“国家资本主
义”之名，曲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在“国家资本主
义”论者看来，中国市场从
属于政府，国有企业离不
开国家政权的扶持，即使
民营企业也高度依赖政
府，因而可以成为“国家资
本主义”的标准样式。他们
将中国众多的国有全资公
司、国有控股或参股公司
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部
分，而不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
分，实际上是混淆了社会
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的本质区别。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以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
度，其特点是坚持独立自
主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
化，遵循国际经济规则和
国际惯例来实行内外开放
和国内外市场竞争。这种制
度和机制具有世界共性和
国别特性，是符合人类社会
进步方向的经济模式和发
展道路，其历史作用与巨大
成效不是西方舆论用“国家
资本主义”就可以抹煞的。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批评“国家资本主义”论者：

乱贴标签用意何在?

□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沈星的生命，已消逝在
无际的时空之中，但他身上
释放出的那种人性的温暖，
却正在裂变出巨大的能量，
修正甚至重塑着我们对世道
人心的观感。

沈星用自己的生命告诉

我们，在这个几乎人人都在
感叹人心不古的时代，对道
德最有力的拯救是行动，最
便捷的办法，就是从自己做
起，这比多少道德呼唤和批判
都要有效得多。我们常常感叹
世风不好，尤其在看到“小悦
悦事件”那样的极端案例时，
更习惯于痛心疾首地进行道
德批判，但在长吁短叹的时
候，我们很少想过自己如果身
临其境的话，会有怎样的表

现，会不会也成为走过小悦悦
身边的看客之一。事实上，激
烈的道德批判，除了增加我们
的道德自卑感，很难实质性地
提升我们的道德水平，因为
道德从来都是做出来，并不
是用语言描画出来的。

我们对英雄最好的纪
念，除了珍惜英雄的一切，照
顾好英雄的家人，就是在英
雄的感召下，把英雄的精神
化成点点滴滴的行动，尽管

我们不能像英雄那样付出得
那么多，但我们的任何一点
行动，都比长篇大论的道德
批判更有力量。曾经有过很
多时候，在英雄身上用尽了
最精美的语言之后，在把英
雄推向圣洁的祭坛之后，我
们自己并没有什么改变，仍
然继续重复着庸碌的生活，
让英雄成为了过去，而我们
自己也回到了过去。今天赞
美沈星，并非为了把他塑造

成一个精神偶象，尽管他当
之无愧，更不是送他精致的
溢美之词以求得生者的安
慰，尽管这能表达对烈士的
景仰，而是为了从他身上汲
取宝贵的精神力量，最终改
变我们自己，哪怕是一点点。

沈星的行动能力，比任
何道德文字都要高贵得多。
感谢沈星对我们的引领，是
他义无反顾的行动让我们看
到了普通中国人身上蕴藏着

的高贵精神，更让我们大家
找到了一个审视自己灵魂的
参照——— 在沈星面前，我们
或许能找到自己精神的某种
残缺，或许能在这种自我审
视中激发出新的力量。

沈星是一个极其普通的
人，但他身上释放出的那种
人性温暖，是值得我们珍视
的精神元气，只要这种元气
在，我们内心的那种道德担
当就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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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赞美沈星，并非为了把他塑造成一个精神偶象，尽管他当之无愧，更不是送他精致的溢美之词以求得生者的安慰，，尽管

这能表达对烈士的景仰，而是为了从他身上汲取宝贵的精神力量，最终改变我们自己，哪怕是一点点。

>>言论观察

□李英锋

5月15日，在河南焦作
市郊区有两辆电动车相撞，
伤者血流不止昏倒在地，路
过的一辆警车被拦停后，警
车上2人竟说不是自己的辖
区，随后驶离现场。网友将
其过程全部拍下发到网上。
(5月17日央视网)

那两名警察置伤者于
不顾的理由是“我们是温县
的，不是焦作市的”，何其荒
唐。路人并不清楚警车是哪
个辖区的，他们拦住警车只
是出于对警察的整体信任，
只是希望警察能对两名伤
者提供及时必要的帮助，比
如，用警车把伤者送到医
院。《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
条明确规定，人民警察遇到

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
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
应当立即救助。显然，警察
救人于危难与出警办案不
同，没有辖区的约束，警察
在自己的工作辖区应该救，
不在自己的工作辖区也应
该救，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
法律责任。警察以不是自己
的辖区为由见伤不救，不仅
是一种冷漠，更是失职渎
职。

警察肩负着保护民众
生命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维
护社会秩序的职责，代表着
正义。警察本应该做助人为
乐、扶危救难的典范，本应
该在民众需要的时候挺身
而出，展现出应有的担当。
一些警察的见伤不救、冷漠
擦肩辜负了民众的信任，面
对着昏倒在地流血不止的
民众，那两名不管不顾驾车
驶离现场的警察情何以堪？

《人民警察法》尽管规
定了警察救助公民危难的
职责，但并未规定警察不履
行或不完全履行这一职责
的法律责任。在现实中，也
仅有个别见伤不救的警察
因伤者死亡、媒体曝光、舆
论高度关注等原因被追究
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极低
的风险纵容了一些警察见
伤不救的侥幸心理，也让这
些警察的职责意识模糊或
丢失。

笔者以为，必须进一步
健全法律和问责机制，下决
心加大对有见伤不救、见义
不为等释放“负能量”表现
的警察的惩戒力度，一旦
出现冷漠的失职渎职行为
必 须 让 他 们 付 出 高 昂 代
价。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教育
问题，不仅仅是学校问题，还
有家庭教育所产生的，在家庭
教育过程中，父母尊重孩子的
选择，我觉得可以弥补现在应
试教育中很多的问题，比如说
在孩子上培训班、特长班的时
候应该听孩子的意见，如果孩
子觉得不愿意就不要强求。

——— 教育学者熊丙奇说。

国债首先是金融资产，其
次才是国家融资的工具，没有

一个大规模的国债市场，我们
的金融市场不可能发展很好，
除了国债之外，有条件的、好
的地方政府应该发行地方债，
当然这个涉及到预算法修改，
预算法修改之前应该可以搞
试点。

———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
葵说。

一个作家写农村还是城
市，并非自己的选择，生活早
已帮他定好。写作最大的问题

是钻不到笔下人物的心里去，
只能看到外表。写不熟悉的事
物会感到灵气不足。我只有感
到手中的笔写到了自己的童
年，写到了乡村生活，才会滔
滔不绝。

——— 作家莫言说。
尽管银行收费正朝着公

开、透明的方向发展，但是价
格公示与规范收费无法画等
号，应做到合理收费。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赵锡军说。

>>声音

5月16日上午，自称唐宋
八大家后裔的几位人士齐聚
北京，就筹备“唐宋八大家宗
亲联谊会”进行协商。据介绍，

七年前自称韩愈、柳宗元和
“三苏”后人者在北京首次聚
会，提出成立联谊会的构想，
目前已进入实质运作。作者：勾犇

“名门”联谊

警察救人危难的职责没有“辖区”

>>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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