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于建嵘，动身前往贵州兴义市则戎
乡。此前，他已经多次帮助则戎乡
进行民族村庄整治，这次去是要在
安章村担任村主任助理，指导乡村
建设。

结合于建嵘教授此前的表现，
他做出这样的决定倒也不是多么
出人意料。多年来，他一直关注底
层，著作也多与此相关。此次去乡
村挂职，不但可学以致用办些实
事，也能更接地气为研究积累素
材。不过，在听了某些专家“25年后
北京每平方米房价超过80万元”“50

岁退休65岁领养老金”等“宏论”之

后，还是忍不住想为于教授关注民
生、脚踏实地的做法叫声好。

在老百姓眼中，专家、学者、教
授的名号不是随便叫的。作为知识
精英，他们不但得有真才实学，还
应有社会担当，能够热心追求社会
进步，维护公众福祉。古人所言“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
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知识分子
的作为给出了很高的期待。现代社
会，知识分类越来越细，个人自由
选择度更大，面临的诱惑也多，不
可能要求知识精英在方方面面都
当楷模。不过，无论如何其学问人
格不能低于一定的标准线。尤其是
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尤其
是人文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在公
共事务上有更多的发言机会和更
大的话语权，其言论对社会生活影
响深远，公众更希望他们名实相
副，能够接地气、有骨气，多为群众

利益鼓与呼。
遗憾的是，当下一些专家、学

者离普通公众越来越远。有些人一
头扎进某些利益集团怀里，把学术道
德、个人良知抛到脑后，无原则地为
这些群体摇旗呐喊。其立场之混乱、
言论之离谱，不但让个人失信、令公
众失望，也给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抹了
黑——— 在市场经济社会，让知识精英

“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固然是太
严苛的要求，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该
甘做权钱的奴隶吧！

当然，专家、学者得风清气正、
洁身自好，这并不是说要和社会隔
绝，问题是和谁打交道。做社会科
学领域的研究，不了解社会、不了
解国情肯定是不行的。现在有的专
家工作很忙，交流的对象也很多，
但忙的主要是参加讲座、论坛、高
端会议，极少到社区工厂踏踏实实
调研一次；见的多是官员、企业家、

同行，极少和基层群众打个照面。
如此一来，不但和老百姓没感情、
没共同语言，而且信息掌握不全
面，不能准确了解社会发展的阶段
性特点，不掌握普通群众有什么最
重要、最基本的期盼和诉求，很难
得出真正有见地、有价值的成果。
现实中就时不时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些课题和现实脱节、和民意相
违，对社会生活起不到正面的作
用，课题负责人的个人声望也因此
大打折扣。

这些年来，类似的前车之鉴已
足够使人警醒，但高高在上不接地
气的知识精英还存在，不知道于建
嵘的选择会不会给他们的“小心
灵”一点刺激。让人都学于教授去
当村官显然没必要，不过日久见人
心，饶是现在戴着“高知”帽子，要
是没有人文操守、没有平民视角，
想长久保持光环是不大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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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房养老”方式

是有益的探索

娄士强：最近，国务院印发《关
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
见》，提出“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
养老保险试点”，引发了人们对“以房
养老”这种方式的热议。

许建立：现在，中国面临的一个
问题就是“未富先老”。老龄化趋势
越来越明显，家庭结构也在发生变
化，加上养老保障体系还存在不完
善的地方，养老确实是个大问题。

吴金彪：这还是一个资源利用
的问题。怎么把现有的资源利用好，
特别是解决养老的资金来源问题，
确实值得深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开展“以房养老”的试点，确实是一
项有益的探索。

娄士强：的确，之前就有人提
出，像一些城市里的老人，尤其是没
有子女的，他们住着宽敞的房子，却
苦于没有人照顾。把房子抵押了，从
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进入专业的养老
机构，对他们来说是种可行的办法。

许建立：本着资源利用最大化
的原则，“以房养老”这种“倒按揭”
模式确实可以解决一部分老年人的
养老资金来源问题，也不至于造成
房屋资源的浪费。

吴金彪：在意见里，开展“以房
养老”试点是“完善投融资政策”的
一项。现在金融业发展很快，金融产
品和服务方式也在不断创新，“以房
养老”把养老问题和金融业联系到
一起，做些试点确实有必要。

试点也是试错

避免“水土不服”

娄士强：有报道显示，“以房养
老”最早是在荷兰出现的，现在美
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都有实行，
但具体方式和效果并不相同。在起
源地荷兰，推行的情况就不是很好。
这种方式是不是能跟中国的现实情
况很好地结合，还有待观察。

吴金彪：这也是大家热议此事
的一个原因。“以房养老”并不是新
鲜事物，前几年曾在南京、上海、北
京等城市出现过，但是效果都不理
想。一项政策能否推行并为广大国
民接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如果等
到出现“水土不服”再进行调整，将
会是更大的挑战。

许建立：中国人对房子的感情
跟其他国家就有相当大的差别，很
多老年人都把房子看得格外重，一
定要留给子女。这些老年人能不能
放心地把房子“交给”金融机构，也
是个问题。

娄士强：不同的人拥有的房产
不一样，家庭情况也不一样。现在有
人就说，有房产的人养老的压力相
对较小，没房产的人更需要关怀。既
然“以房养老”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资

源，就应该想办法多做些“雪中送
炭”的事，少一点“锦上添花”。

吴金彪：“以房养老”还涉及房
地产、金融、保险等很多方面，有些
发达国家之所以能顺利推行，得益
于他们有完善的金融、担保机构以
及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

许建立：我认为，这正是试点的
意义所在。之前出现的都是哪些形
式，为什么没推广开，包括在其他国
家是怎么执行的，都应该在试点中
有所体现。既然是试点，就是为了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等到试点成功
了，再推广也就容易多了，免得造成
政策成本和时间成本的浪费。

娄士强：我倒是希望这个“试
点”周期能够长一点，考虑的问题尽
可能地全面，别让一些营利性的金
融机构钻了空子，弄得老人房子没
有了，保障也没有了。

“基础”打好了

才能老有所养

娄士强：“以房养老”能够引发
热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把“房
子”和“养老”这两个人们都关心的
问题联系到了一起。事实上，要想让
老人无后顾之忧，还是得靠基础性
的养老体系建设。

吴金彪：在我看来，“以房养老”
只是一种补充方式，或者说是部分
人的备用选项。就像意见中谈到的，

“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
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才
是根本。

许建立：解决养老问题的主要
资金来源还是基本养老保险，这也
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形式。研究
怎么利用好惠及所有人的社保资金，
比讨论“以房养老”更有现实意义。

娄士强：现在很多人谈论养老
问题的时候，都会提到现行的养老
金“双轨制”。也就是说，如果社会上
有某个特殊群体完全不用考虑养老
的问题，这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

许建立：之前采访一些小区里
购买保健品受骗的老人，才知道有
的人每月拿到的退休金将近一万
元，是很多年轻人工资的好几倍。而
一些农村的老人，只能靠子女供养，
或者自己打打零工赚点收入。

吴金彪：所以说，现在最关键的
就是做好基础性的养老服务体系，
让所有的人都能老有所养。如果基
础性的体系不完善，再完美的“以房
养老”也解决不了问题。

近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
见》正式对外公布，明确提出了鼓励探索“开展老年人住
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通过“以房养老”解决养老资
金难题。消息一公布便引发热议。

那么，这种起源于国外的养老模式到底能发挥怎样
的作用，试点工作对于普通老百姓意味着什么，“以房养
老”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问题呢？

“以房养老”不等于有房才能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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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当村官”该让“砖家”羞愧
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上有更多的发言机

会，其言论对社会生活影响深远，公众更希望他们能够接地气、有骨气，多为群众利益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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