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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大大时时代代，，过过好好小小日日子子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实惠论中的民生逻辑

从记忆里翻腾出“出口转内
销”、“家电以旧换新”，到近年的

“姜你军”、“蒜你狠”，28岁的王
大川说，中国经济变化投射在普
通人脑海里的印迹，是一段段让
人“疯狂”的日子。

11月初，青岛万达广场展厅
中一辆优惠近11万元的凯迪拉
克轿车让大川颇为动心，但一想
到即将出生的孩子，他下意识摸
摸口袋，觉得以后只有“双十一”
才是自己血拼的时候。

并非因为商品廉价才让人
热衷，人们的眼球在被“双十一”
的低价打折抢走时，背后其实隐
藏着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担忧。收
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
民生问题一直待解。

2012年11月份，刚刚在中共
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
总书记的习近平面对记者时，并
没有回避经济和民生问题，“下过
乡吃过苦”的他在讲话时出现次
数最多的词语是“人民”和“责
任”。

就在一个月以后，南行惠州
开启了习近平一整年基层“寻寒
问苦”调研的序幕。2013年新年
伊始，习近平在《求是》杂志名为

《在前进道路上多谋民生之利多
解民生之忧》的文章中，第一次
集中表达了他在地方调研中对
于民生问题的见解：“检验我们
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
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
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

这是习近平首次提出改善
民生的“实惠论”。反映到居民生
活，虽然通货膨胀得到了一定
的控制，但日用品还在悄悄涨
价，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给百
姓消费也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
素，成了老百姓得到实惠的“门
槛”。

只要全国妇女都买，光是
围巾就可以带来5亿条的市场，
但却很少有人真的愿意去掏
钱。“在我舍得买它的情况下，
你给我解决养老了吗？你给我
解决医疗了吗？你给我解决生
活费了吗？如果我的孩子读小
学、大学，你给我解决教育了
吗？如果所有都不能解决，我对
未来所有的预期不好，我想告
诉大家，四年以后，你们会看见
我还围着旧围巾。”清华大学教
授韩秀云说，中国百姓并非没
钱，但对未来预期不明朗，就缺
乏花钱的安全感，消费刺激也
大打折扣。

消费低迷影响企业，企业倒
闭将影响就业，失业率提高进而
影响百姓生活。今年9月，李克强
在英国《金融时报》的署名文章
中，首次披露中国官方调查的失
业率达到5%，高于以往公布的
登记失业率。

只有稳增长，才能保就业，
李克强指出，“GDP按照今年人
代会所确定的增长7 . 5%左右，
作为我们的下限”，为应对潜在
的经济风险，国家“十二五”规划
也提到，要从过去的国家富裕变
成百姓富裕。

韩秀云认为，改革开放30年，
中国的GDP以每年8%以上的增
速提高，国家财富的蛋糕越做越
大。其中，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平均
每年24%的速度增长，城市居民
的增速是8%，而农民仅仅是4%。

让民众变富，并从改革发展
中得到实惠，去年11月15日的七
常委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就指

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
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
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
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
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
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

向顽瘴痼疾开刀

2008年，中国有了第一部反
垄断法。那时大川刚大学毕业，
这部法律对一个打电话要算计
话费、给汽车加油还想倒尽加油
管里最后几滴的年轻人来说，似
乎是个好消息。

不过此后，垄断行业改革一
直难以推进，老百姓关心的“三
公”公开、公车改革等等也是雷
声大雨点小。

“为什么改革这么慢？因为
改革要动利益。”韩秀云认为，

“改革是这样的，一边是富裕地
区，一边是贫困地区，把你富裕
地区的肉割下来给贫困地区，贫
困地区当然很愿意，但是富裕地
区不干。”韩秀云说，以此类推，
政府机构改革、国企改革都面临
类似问题。

在一次给辽河油田所作的
报告会上，韩秀云询问在座的油
田系统MBA学生，“我说，90年
代你们国企的职工下岗给2万就
能走？他们说不用2万，1万就走。
我又问，现在我给你20万走吗？
他们说，20万？200万都不走，死
了都不走。”

“改革是不是越往后拖越难？
我想这是明摆着的。”韩秀云说。

今年10月29日，香港南华早
报总编辑王向伟撰文称，据几位
近期会见了中央高层的人士透
露，多个利益集团曾强烈阻挠当
前进行的大幅经济改革，但国家
主席习近平仍展现出了坚定决
心。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起草
的“383”改革方案中，一个重点
内容就是打破战略产业的国企
垄断，引进私营企业促进竞争，
同时对国企进行重大改革。

今年10月，在出席亚太经合
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上，习近平说：“我们要坚持
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
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
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
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2013年，在反垄断法出台五
年之际，国家发改委开出了该法
制定以来第一张巨额罚单，对华
高价销售奶粉的六家乳品企业
被罚6 . 7亿元，随后葛兰素史克
公司因涉嫌商业贿赂被调查，防
范海外商业贿赂和商业垄断的
闸门迅速收紧。

10月31日，李克强在三季度
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表示，“为了
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我们必须义无反
顾、奋力向前，敢于打破固有利
益格局，坚定不移、循序渐进地
推进各项改革。”

排队改革进行时

在全社会凝聚改革共识的
同时，老百姓每天要面对的还是

“小日子”。不过，一年来，领导层
密集出京调研，就是要听取改革
之声和了解地方民情。

在二中全会以后，仅习近
平、李克强就有14次离京考察，
围绕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等内容，为改革释放出
一些具体的信号。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一些手
中拥有土地的农民正通过各种
方式思索着，如何让手中的土地
兑现价值。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
也在两会期间提出农村土地私
有化，让土地所有者自己决定土
地未来的属性。

7月，习近平在湖北武汉农
村综合产权交易所考察时，着重
了解了当地涉农产权交易尤其
是土地流转交易情况。国土系统
一位内部人士预测，农村集体土
地的改革将纳入本轮土地改革。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行政专
家认为，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
国建设时期，历次土地改革都起
到了解放生产力、开创发展新局
面的作用。“在我国新一轮改革
中，土地改革也许是改变不发达
地区面貌、带动当地生产力的一
项重要举措，也能助力城镇化进
程。”该行政专家说。

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习近
平、李克强和张高丽分赴湖南、
黑龙江和上海、浙江。其中，在湖
南苗寨调研时，习近平再次谈到
土地问题。有分析称，习近平这
时再访贫困地区，体现了国家领
导人依然对城乡差距、地区分配
不均衡问题的关注，在国家正传
递改革“重公平、重正义”的信号
之时，把一系列改革的顺序做了
准确安排。

今年9月，李克强在英国《金
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将
给世界传递持续发展的讯息》，
短短1500字七次提及“改革”，向
世界表明了中国进行改革的坚
定决心，光文中谈到的改革领
域，就包括了行政管理、财税、金
融、价格等方面。

韩秀云分析，如今，每一项
改革少则牵
扯 几 千 万
人 ，动 辄 还
关 联 上 亿
人 ，在 改 革
深水区中面
临 着“ 深 不
可 测 ”的 阻
力。“中央政
府正在想从
谁的身上拿
下(蛋糕)来
给 大 家 花 ，
比如要政府
机 构 改 革 、
事业单位企
业 化 ，我 们
分 多 了 ，政
府 分 少 了 ，
大量事业单
位人是不是
都 得 出 来
了 ，阻 力 可
想 而 知 ，但

不改，今后改革的成本将更高。”
韩秀云说。

“改革将是主旋律，只是在
考虑哪个难度大、哪个更迫切之
后，排出哪个先哪个后的问题
了。”韩秀云说，改革开放30多
年，中国如今攒了这笔钱来支付
当下改革的成本，虽然涉及深层
利益，但必然要改。

在已经过去的大半年中，从
机构重组到反垄断动刀，环保、
食品安全等民生领域的改革也
已经启动，这几方面的改革无不
事关百姓生活，不改不行，也最
容易立竿见影。

在铁道部拆分，食药监局、工
商总局重组这第一轮政府机构改
革过后，一度还传出石油电信领
域大型国企将拆分。一位不愿具
名的行政专家坦言，一系列行政
单位、央企的改组带来的是一批
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转岗，但改
革释放出的权力则给与市场和百
姓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

不过，相比之下，医疗、卫
生、教育等改革，由于牵涉到中
央、地方财政、区域发展差距以
及医疗水平、师资水平等一系列
问题，历史“欠账”太多，改革不
容易马上奏效。作为国家体制的
核心环节，经济体制改革、司法
体制改革和土地改革的阻力和
压力最大。

2013年8月22日上海自贸区
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这个被
称作“第二个香港”的自贸区将
成为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的“试验
田”，同时也为今后全面改革提
供了试错机会。

同样事关民生的还有房价
高企带来的住房问题。韩秀云、
蔡继明均认为，住房问题涉及土
地问题、城镇化问题以及利率、
信贷等问题，需要其它改革综合
进行带动。10月29日，中央政治
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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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集体学习惯例延续11
年后，中央政治局首次专题学习
住房领域情况，显示了高层对住
房问题的重视。

民生改革并非在一味“拣软
柿子捏”，对石油、铁路、能源等
国家命脉领域的改革中，牵涉的
既得利益人群最多，潜在阻力和
压力相当大。

“下一轮改革的名单是什
么？我想三中全会以后就会见分
晓。”韩秀云非常期待。

过去十年，外贸和投资两驾“马车”分别遭遇出口下滑和通货膨胀。未来十年，消费将成为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拉
动力量。

扩内需是新一届政府一直筹划的事。上月底，马云获邀进中南海与高层交流，李克强当面赞许电商为国人制造了
“双十一”的消费时点。很明显，李克强想从青年和老年这两极入手刺激内需，与青年相关的是网络消费，与老年相关关
的则是养老和健康服务业，国务院均频频发文力促。

三中全会召开，大改革要直面民众的“小日子”，在很多人为廉价商品的“秒杀”和“聚划算”欣喜时，仍然伴有收入入
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问题的隐忧。不过，人们多年的改革预期，在过去一年里，已经悄然与中国新领领导
层的工作推进达成很多默契的互动。

保障包

一位进城的农村老人路过景区，看到城里老人旅游，羡慕地驻足观望。 CFP供图

物价高，浙江金华的菜市场相比义乌要便
宜，义乌老人跨市买菜。 （资料图）

习李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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