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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房才能结婚”挡住的不止是婚姻

□本报评论员 王昱

原本只是网络恶搞的光
棍节，这两年随着商家的热
炒而火爆起来，单身这种属
于个体的苦闷俨然变成了一
场群体的狂欢。而这场狂欢
的基础是单身群体的庞大，
据一项统计显示，中国适龄
单身男女多达1 . 8亿。这个数
据本身是否可信也许存在疑
问，但它的确暗合了很多人
的生活体验——— 单身的年轻

人的确越来越多了。
要回答年轻人为什么不

结婚的问题，答案也许十分
复杂。当今社会婚姻不再是

“女子十七不嫁，男子二十不
娶，父母有罪”的古代，婚姻
不再是个人对家庭和社会的
义务，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
了一种个人权利，这当然是
越来越多年轻男女保持单身
的理由之一。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是，当下更多的青年男女并
非自己不愿走入围城，而是
挤不进去——— 虚高的准入门
槛阻止了他们这样做。《2011

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
显示：近80%的城市女性认为
男子月入4000元以上“才配谈
恋爱”，有27 . 1%的人甚至认
为这个收入要到10000元以
上。而九成的女性将有稳定
收入作为必要条件，超过七
成女性表示“男性要有房才
能结婚”。

上万月薪，手里有房，对
那些“只有背影”的男青年
来说，这么一个门槛真是比
门 还 高 。对 于 这 样 一 种 现
象，做简单的道德评判是毫
无意义的。因为过高的婚恋
准入条件不仅制造“光棍”，

也制造“剩女”，实际上造成
了男女两败俱伤的局面。姑
娘们之所以设立这样一个

“非高富帅”不嫁的门槛，实
际上也有自己的苦衷———
婚姻需要稳定的环境、相对
富裕的生活和可预期的将
来，毕竟“贫贱夫妻百事哀”
的日子谁都不想过。但“稳
定”“富裕”还是“可预期”，
恰恰是当今竞争日益激烈
的社会无法给予白手起家
的青年们的。正在发展中的
中国社会，其本身的特点就
是高流动性和激烈竞争。当
单靠感情难以平衡这样沉重

的社会压力时，婚姻中物质
的筹码所占的分量就必然越
来越重，最终喧宾夺主地替
代感情而在婚恋中唱起了主
角。

其实，从古代的“门当户
对”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大
件”，婚姻的物质门槛从来就
没有消失过。作为组成家庭
生活的基本条件，适当的物
质要求是合理的，但类似月
入4000元以上“才配谈恋爱”
这样极端的门槛，不仅阻挡
了有情人终成眷属，更扭曲
了婚姻的本义，“看在钱的份
儿上”结的婚本质上是物质

对感情的绑架。对个人来讲，
这可能是短视行为，而对社
会来讲，则是对传统婚恋观
的破坏。

年轻人“娶不起”和“不
敢嫁”，这种求偶中的高门槛
现象或许是转型期中国社会
所特有的，年轻人应该对自
己和社会的未来抱有信心，
相信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
发展，尤其是各阶层差距的
逐步缩小和各种社会压力的
减弱，这些极端的现象最终
会得到缓解，婚恋观也会最
终回归“愿得一心人，白首不
相离”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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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宗明

每做件好事，就能获积
分，存入职工“道德银行”
中，累积到一定数量，就能
兑换相应奖品。今年8月起，
上海一公交公司推出“好人
好事不白做”的活动，得到
员工响应。(11月11日《东方
早报》)

“道德银行”类似于“做
好事奖小红花”，都是以物
质奖励的方式来激励人多
做好事。因此，它并不是商
业模式，而是形象化的比

拟：就像银行需货币储存一
样，善举也要积累。或许有
人认为，做好事可积分兑
奖，会引发道德投机，对某
些司机形成负向激励。这给
善举如何认定提了醒，却也
是过度主观的“有罪推定”：
当物质报酬未必抵得上“造
假成本”时，谁会贸然在功
德簿里给自己添上一笔？

道德银行旨在激励善
的储存，只要有使用价值，
就值得肯定，而对于“积分
兑换”形式，我们实在没必
要吹毛求疵。

□周稀银

华中科技大学10日举
行的秋季运动会上，女子
3000米和男子5000米项目
“不见了”。运动会负责人
表示，这两个项目对学生
体质要求较高，取消是为
了避免参赛学生“受伤”。
(11月11日《武汉晨报》)

长 跑比赛比的是体
质，更是比的毅力和恒心，
这项运动的生命力绝不仅
仅停留在锻炼身体上，更
加适用于大学生今后的漫
漫人生路。尽管长跑有人
喜欢有人不喜欢，但谁也
无法否认其独特的魅力。

改革运动会的形式无
可厚非，取消一些设置不
科学的项目也在情理之
中，但对于长跑这样的项
目简单取消，确实是不够
慎重，甚至就是过于功利
化了。说取消长跑是为了
避免学生受伤，但从锻炼
身体和锻炼大家毅力的角
度看，恰恰是这样的简单
取消对大学生构成了伤
害，不仅误导了大家运动
的方向，而且助长了功利
性教育教学的蔓延。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
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
念，是对当今世界格局、人类
社会发展史的准确把握。

环顾世界，一些国家盲
目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水土

不服，破而不立。经济停滞、
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不仅损
耗国家实力，甚至扼杀对未
来的憧憬。一系列反面教材
告诫我们，政治体制事关安
危存亡，容不得一丝一毫的
浮躁和盲动。

需要看到的是，一些西
方国家仍在固守“制度性傲
慢与偏见”，为推行其所谓的
普世价值，对他国政治体制
乱贴标签，妄加非议，甚至直
接干涉。面对形形色色的诱
惑和压力，发展中国家需要

足够的定力，更需要办好自
己的事情。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拥
有足够的底气和实力。(摘自

《人民日报》，作者：钟声)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
告中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
革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
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
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
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
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

这一提法为政治体制改
革指出了目标和方向，更重
要的是明确了改革的法治路
径。法治路径是实现顶层设
计、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的最
优选择。降低改革成本，避免
改革反复“试错”，防止改革
简单化、碎片化，关键在于做

好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自
上而下的执政智慧，同时也
来自于自下而上的经验总结
和实践后的真知。改革，特别
是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改革，
离不开顶层设计，而顶层设
计只有通过法律的形式，才
能形成社会共识，成为推动
改革的根本力量，保证改革
不为各种不确定因素所阻、

不为各种利益博弈所困。
改革是当今社会的共

识，而遵循法治的路径进行
改革的总体设计、实现改革
的总体目标则是共识中的共
识。凝聚改革的法治共识体
现的是依法治国的基本方
略，体现的是改革的核心价
值。 (摘自《法制日报》，
作者：秦平)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引发
民众的热议与期待。报告中
另一个同样引人注意的热点
则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改革要实现人民利益，
要激发前进的动力，就必须
突破樊篱。但这种突破不可
能采取暴风骤雨式的办法，
而是要善于利益博弈。这种

博弈不能仅靠“杀出一条血
路”的勇气，还要靠“求取最
大公约数”的智慧。无疑，这
是对改革者的更大考验。

面对利益博弈，还需要
一个基本的价值观，这就是
公平。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实现
社会公平正义，但改革本身即
有一个公平性问题。只有不受
各利益主体的左右，坚持公平

正义的价值取向，改革才能赢
得人心。公平，正是报告强调
的一个核心理念。

利益博弈体现在改革的
方法上，则是做到改革决策
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
性。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
矛盾问题，往往是由于决策
不科学、措施不协调造成的，
脑袋一热即决策，管窥问题

即决策，改革就容易出现谁
都不满意的局面。今年“十
一”长假高速免费，出行时严
重拥堵、回程时基本通畅，即
显示了这项惠民政策向科学
性、协调性转变的过程。今天
我们强调改革的智慧，这种
科学性、协调性也是题中之
义。(摘自《京华时报》，作者：
吴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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