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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经
初步核算去年我国GDP为39 . 7983万亿元。
这意味着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我国已
经进入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
如何应对和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近
期经济学家普遍关心的问题。(1月24日《北
京晨报》)

历史经验证明，很多国家在跨越4000
美元这个“坎”时，会迎来一个非常痛苦的
时期，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据报道，巴
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国
家在上世纪70年代时均顺利地进入了中等
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即三十多年
后，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

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当然，并非所有
的中等收入国家都如此，日本、韩国和新加
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就通过采取转变发展
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等措施，成功跳出了

“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实现了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国民收入也随之大幅增长。

收入差距过大和国民收入未能与
GDP、财政收入实现同步增长，被认为是一
些国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原
因。藏富于民、让老百姓真正享受经济增长
的成果，使我国经济发展转向均衡共享和
包容性增长，被不少专家认为是迈过“中等
收入陷阱”的主要途径，这就要求全面推进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避免掉入
“中等收入陷阱”，财税部门应该有所作为。
从财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角度来看，我
们应该大力压缩行政运行成本，严控“三公
支出”，扭转长期以来行政运行成本过高、

“三公支出”过大，挤占公共服务投入、民生
改善的不良倾向，通过在二次分配中提高
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增加居民
转移性收入等途径，促进国民分享财政收
入比例的提高。

从税收调控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要通
过实施减税免税来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另
一方面要通过改革完善税制来促进调整收
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

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
全国财政收入累计83080亿元，比上年增加
14562亿元，增长21 . 3%。而此前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增长11 . 3%；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增长14 .9%。这就意味
着我国财政收入增幅高出居民收入增幅的
一倍多，要实现居民收入与财政收入同增
同涨，减税免税的空间很大。

只有企业的税收负担减轻了，企业才
有给员工增资加薪的空间，这样才有利于
提高国民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水平，使那
些大都在企业就业谋生、包括两亿以上农
民工在内的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所提

高。这样的增减相抵才能促使主要来源于
税收的财政收入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趋向
平衡，实现“同增同涨”才有可能。

从税制改革的大势所趋来看，我国应
该致力于实现由间接税占主导地位向增加
直接税份额的转型，即逐步减少增值税、消
费税、营业税等易于层层转嫁，最终落到广
大消费者身上的间接税在税收总收入中的
比重，通过增收所得税、开征财产税、遗产
税等直接税来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控
力度，增加直接税在税收总收入中的份额，
从而使税收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
差距的功能得到更有效、更充分的发挥，以
达到遏制和消除“贫富分化”的目的。

北京“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增补
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的表述。尽
管“更幸福”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指标量
化依据，但要让百姓感受得到这个“更
幸福”，就需要在百姓“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感受强烈
的生活问题上有质与量的提升。这是民
众感到“更幸福”与政府实现“更幸
福”之间的交集，是理念与实践的最大
共识。否则，就会陷入你说实施了一系
列举措、我说没感觉到的无法对接的尴
尬之中。

公共服务不能等级化

几年前，杭州图书馆开始对所有读
者免费开放，因此也有了乞丐和拾荒者
进门阅览。杭州图书馆之所以“最温暖”，
正因为它正常践行了公共机构的职责，
说白了，就是让大家感受到了平等带来
的阳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说它“最
温暖”，也恰恰是因为目前这样的温暖还
不够多。因此，公共服务要走向完善，可
以差异化，但是不能等级化。否则这不是
在提供服务，而是在制造鸿沟。

高速公路必须体现公益性

近日，三峡翻坝高速公路正式收费
运营。十余天后，不少货车司机因为要
多支出500多元而拒走高速。公路应该
是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即使有社会资本
的投入。从性质上看，社会资本的投入
是一种“特许经营”，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要依法保护，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公
益性和服务性更要切实体现。赢得公路
经营权的企业如果一味以超标收费盈
利，就是对公路公益性的破坏。

建保障房需保证公平分配

企事业单位利用国有土地和自有资
金建设保障房，有助于缓解建设资金严
重缺口问题。但与此同时，如何保证单
位自建房分配的合理性，也将会成为一
道现实难题。就企事业单位参与建设的
模式而言，必须要以保障相关制度设计
公平性为前提，应该全面听取社会公众
意见后再行推进。否则，病急乱投医的
思路不仅无法真正破解资金难题，反而
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争议，最终的结果
是得不偿失。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春节将近，各地年夜饭的预订火热非凡。
苏州市出现了价值38万多元的年夜饭。这顿年
夜饭囊括了顶级的食材，包括珍藏版阿一网
鲍、白松露烩天九翅、野生蜂窝炖燕窝等10道菜
品。另外，年夜饭还包含豪华悍马轿车接送、现
场安排刺绣、评弹等演出形式、总统套房住宿
等，合计总价59万7160元，打折后对外公开售价
38万8888元人民币。(1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前不久有报道，杭州一家五星酒店推出
19 . 9万元一桌的顶级奢华年夜饭，令人大吃一
惊，没想到还有比这更贵一倍的天价年饭，39万
元的年饭相当于一部豪华轿车的钱，在不少省
会城市买房可以付个首付，真不敢相信世上还
有如此之贵的年饭。

要说物价上涨，怎么也涨不到如此之高，
即使再好的山珍海味，也不可能定出如此之天
价。当然，既然有此豪华筵席，不乏有其的消费
群，无须为是否有人吃得起而担忧，但究竟是
那些人能享受如此奢侈的筵席？

如今暴富起来的人不少，假如他们花自己
的钱，自享自用天价年饭，就是吃得再多钱也
没什么可说的。不过，一顿饭花去普通人10多年
的收入，不要说中国的富翁，即使世界头号富
翁盖茨也不一定舍得。能舍得出此天价的人，

不完全是为自己准备，而是为他人准备：如果
说能给己带来几百万，上千万的利益，花上近39
万也值。能一掷千金请客的人无非是暴利行业
者，如：房产开发商，重大工程承包商，矿老板
等大手笔商人。而被宴请者，肯定不是一般的
人，而是握有权利，能给请者带来财运的人，天
价饭非同寻常，人生难逢几次，吃一餐一辈子
也忘不了，至此生者能变成熟，熟者能变成亲，
一顿饭交出一个兄弟，带来巨大的利益，物有
所值。

另外，能出手如此大方不可避免还有“公”
在其中。如果能向上面，能向有关部门要到大

项目，要到巨款资金，从几千万上亿元中拿出
几十万犹如小儿科，“花去一个鸡赚到一头牛”
划算得很。一顿吃掉39万，也许有人会说太可
惜，不如拆成现金相送，岂不是更实惠。殊不
知，接受钱和接受吃性质完全不同，接受钱也
许两三万就得受罚判罪，而吃却不同，就是吃
个千金万银也吃不掉官帽，带不上手铐。不吃
白不吃，由此请者敢请，被请者敢到。

由此，近39万元的天价年夜饭不是为一般
的人准备的，也不完全是为富翁所备，其中不
难看出公款消费、商业贿赂的影子，如同高档
烟一样，买者不抽，抽者不用买。

在近日上海市召开的市政
府常务会议上，上海市委副书
记、市长韩正，针对今年“两会”
期间代表委员提出的意见和提
案，以及就做好春节期间的相关
工作，对全市各级政府部门和领
导干部提出了“减少各种形式的
应酬活动，多为群众办实事”等
要求。(1月25日《解放日报》)

每到年末岁首，尤其是欢度
新春佳节之际，是各级领导干部
最繁忙最劳累的时节之一。要问
领导干部们忙什么或因何事而
累，如果实话实说，我敢断言，很
多时候或大多领导干部的多数
时间，是忙“应酬”，必要的不必
要的，重要的不重要的，本级的
下级的，同级“礼尚往来”的，被
人邀请和邀请别人的，因公的因
私的，一句话，应接不暇像赶场
子似地，出席了这个慰问宴，参
加那个聚餐会，不但搞得自己身
心疲惫，很难集中精力或根本无
暇干本应干好的诸如“为群众办
实事”等工作，而且群众对此也
颇有看法甚或极为不满。至于期
间因集中吃喝花费大量公款且
造成奢侈浪费，更是显而易见。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

是多方面的，但个中一个很重要
的因素，就是没有强有力的“制
度”来制约和作保障。韩市长的
这番要求，出发点当然是好的，
也有很强的针对性，可我觉得，
如果仅仅在会上这么“要求”一
下，恐怕只能是“说说”而已，很
难收到实效。因为，“少应酬，多
学习”，“减少应酬，多干实事”，
类似要求已经提倡了多年，结果
怎么样，应酬还是在一片“减少”
的要求声中，持续不断且有增无
减地进行。

其实，减少应酬，不光像韩
市长这个层次的领导有这样的
要求，而且相当多的领导尤其
是基层干部，内心也有这个期
盼，广大民众更是早有呼唤。
既然如此，为何又没“减”下
来？除了少数领导有喜欢应酬
之嗜好，别人尤其是下级不得
不迎合外，在很大程度上，就
是“习惯成自然”不得不随大流，
无奈而为。此外，就是面对已成

“习惯”的局面，一个干部一个单
位或少数人，很难扭转和改变。
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制定具有
约束力的硬性制度，作出明确明
细规定，并抓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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