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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
所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 4——— —— 聚焦民
生》。报告称，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
规模已达2 . 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中国城
市中低收入阶层比重仍然偏大，所期望的“橄榄
型”结构并未出现。(8月4日《经济参考报》)

报告称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 . 3亿
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笔者不知数字是怎么
“计算”出来的，如果按照前不久国家有关部门所
称，个税提高到3500元以后，全国缴纳个税的人数
只有2400万人，那么这个2 .3亿人的中等收入人群，
与交纳个税的2400万群体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
“落差”；反过来看，将有近2亿中等收入者不用
交纳个税，这似乎与个税政策有些“对不上号”。

那么，现实生活中，究竟什么样的收入才可以

称得上是中等收入？中科院的报告对此并没有概念
性的说明，由此人们就难免发生疑问，“中等收
入”界定的标准是什么？是月薪8000元以上，年薪
达到10万元，还是月薪4000元，年薪达到5万元？此
外，所谓“中等收入”，显然是单指一个人或一个
家庭可支配的年总收入情况，不应该包括房屋、机
动车、家具、家电等已经具有的固定财产，如果把
住房等“硬件”算进去，就失去了中等收入群体的
评价意义。

国外界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大多从事脑力劳
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
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
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
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但实
事求是地讲，目前在我国，这样的群体并不多见。

因此，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和界定标准，应有“中
国特色”。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建立“橄榄型”结
构，也就是说中等收入群体占据大多数，这样的结构
才能够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但实
际上，目前我国收入群体发展还极不平衡，贫富差距
还在日益加大。比如，报告还指出，截至2009年底，全
国城镇人口为62186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17175元，自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日益
突出，近年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一直维持在7%以上。

据悉，中国目前城市合理的贫困线在人均年收入
7500-8500元之间，全国贫困人口数约为5000万人。有专
家质疑这个贫困人口的数字过于“保守”。而即使是一
部分人的收入进入或接近所谓的“中等收入”群体，也
并非就感到心理塌实，生活舒适、安逸，很多人拥有的

“中等收入”的头衔，仍然很“易碎”，特别是生活心态
焦躁、生活质量不高，承受力、忍耐力都很脆弱，工作、
生活中有个“风吹草动”，就会陷入困境，并且所谓的
中等收入根本解决不了面临的困难。由此来看，我国
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 . 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
37%左右，是一个缺乏说服力的数据。

笔者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将“中等收入”进行科学
界定。一方面，要根据我国国情及区域经济发展情
况，参照国外中等收入的评价标准，测算出中等收入
的区间“标准”，以此来判定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
的实有数和规模度；另一方面，衡量是否是中等收
入，要参照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特别是“中等收入”，
能否满足日常生活消费，以及具有一定品位和质量
的休闲、娱乐等文化消费。如果没有这些指标作参
照，“中等收入”很可能“华而不实”。

仅仅在日式快餐“巨无霸”味千拉面
“骨汤门”后的几天，另一快餐巨头肯德基
也被爆料旗下高价豆浆由粉剂冲泡。知名品
牌频频“失信”让人纠结，频频“失信”的
背后是监管“失信”——— 不仅失去了群众对
职能部门的信任，更使监管的公信力大量流
失，两者互为因果，导致恶性循环。面对监
管的“失信”失职，如果没有严厉的责任追
究机制，我们就经常会循环往复地踏入监管
真空的“河流”，迎头撞上一个又一个“×
×门”。

根除驾校乱象呼唤监管到位

伴随着学车人员越来越多，部分驾校利用
信息不透明、资源有限等做起了灰色生意，出
现了“天价买证班”、“高价快考班”等。驾校乱
象虽然说涉及的主管部门不多，但涉及的人群
多，这给相关社会管理工作提出了考验。怎么
办？必须对现行利益格局进行一定的调整，让
猫腻变得少一些，让利益变得透明一些，让监
管变得更到位一些，不要设置各种环节与民争
利；应当学会动用社会力量参与驾校管理，提
高驾校管理的水平。

与“媒体沟通”不应成为负担

有些地方把“媒体沟通”看成负担，甚
至质疑新闻媒体“替谁说话”，这实际上暴
露了一些人缺乏现代管理理念，对新闻媒体
所承载的民意期待和所担当的舆论监督职能
认识不清。消除盲区和误区需要一定的时
间，从一些地方的实践看，“媒体沟通”所
形成的公共部门、媒体和民众之间的良性互
动，其社会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要与
媒体沟通好，除了积极的姿态，关键是公共
部门必须把好的做法用制度和程序规定下
来，持之以恒，确保长效。

挂号慢本质是医疗资源不均衡

卫生部日前给出“三好一满意”活动的
分解指标，要求医院的挂号、划价、收费、
取药等服务窗口等候时间不能超过10分钟。
挂号难，其实也就出现在大医院，一些社区
医院往往门前冷落。挂号慢，本质是医疗资
源分布不均，优质医疗资源稀缺。如果没有
在医疗资源配置这一核心问题上有大动作，
看病难问题恐怕还是难以真正解决。所以，
卫生部门不仅要让患者看到承诺，更要让患
者看到切实的措施，切实的改进。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今年4月，广东梅县籍厨师巫昌凯因为脑干出血病倒在深
圳，家里虽已支出40万元医疗费，但还欠医院数万元。今年7月
初，其子巫剑红请求深圳红十字会帮助，红十字会向社会公开
账号，呼吁捐款。7月23日，巫剑红发微博称，有一名叫朱淑霞的
人为其捐款，并向他提供了凭证，但他致电红十字会却得知没
有收到这笔存款。(8月3日《广州日报》)

对这笔数额不多的善款，深圳红十字会回应“该事件完全
是个误会”。为挽回“误会”造成的不良影响，红十字会不但奉上
3000元慰问金，还帮助受捐人的家申请到2万元的劳务工关爱
基金。故事的演绎可谓“皆大欢喜”。但善款是捐款人朱淑霞捐
给受捐人“救命”的，目的很明确，不是让红十字会放在银行升
值增息的。对这些善款，红十字会应该很慎重、很认真地对待，
难道就因恰逢周末、恰逢银行刚把上批回单寄送红十字会，捐
赠人的善款就该等待两个多礼拜？救命的善款还能救命吗？其
实，纵然善款在深圳红十字会蒸发是个“误会”，但善款在红十
字会蒸发在国内不是没有先例。

2008年5月，由宜宾日报、宜宾音乐家协会、宜宾春苗助学
网、宜宾聚成企业管理公司、宜宾杰美装饰公司等多家单位联
合发起的宜宾志愿者“蓝丝带”赈灾·助学爱心传递大行动共募
集到爱心捐款共计34562 . 5元。活动组织者现场清点了现金，并
把捐款交到了宜宾市红十字会，宜宾市红十字会也出具了收款
票据。但在新三江周刊(2008年5月21日)和5月20日的宜宾日报上
公布时，宜宾市红十字会向社会公布的数据却是562 . 5元。活动
组织者致电相关媒体编辑人员，均表示按照红十字会提供的数
据录入，不会出现工作人员排版疏忽的情况。从34562 . 5元到

562 . 5元，整整相差34000元，是工作疏忽还是另有隐情呢？虽宜
宾市红十字会后来将责任归咎为“数据信息传输过程中出现了
误差”，但很多网友“不能容忍这种误差”。

近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是非颇多。先是上海红十字会“天价
餐费”，后又出现郭美美炫富事件，中国红十字会陷入一场史无
前例的质疑之中。中国红十字会及其多个合作伙伴相继被卷入

“无法自证清白”的尴尬境地。为平息质疑，中国红十字会“仓
皇”推出“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但依然质疑者众。

百元善款在银行“误会”了两个多礼拜，受捐人多次致电红
十字会，红十字会就不能派人去查查银行的善款账户？银行就
不能有捐款就送单？善款不论多少都是公众的善心，受捐人等
着善款“救命”，不能容许有一丝的马虎。

一项调查表明，随着社会竞争加
剧，焦虑正渐成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
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让人感到
不安，专家认为这是一种“公民焦虑
症”。(8月4日《人民日报》)

不久前，上海一家心理研究机构通
过对1000户城市家庭问卷调查，得出结
论：快乐正悄然地离我们远去，而焦虑
已成为现代人的心理病。快乐减少、焦
虑骤增，外因源于目前社会正处在变革
转型时期，竞争加剧，生活压力加重，人
际关系复杂。人们为失业而焦虑；为找
不到称心工作而焦虑；为挣不到丰盈收
入养家而焦虑；为子女考不上名牌大学
而焦虑；为家庭磨擦、上下级关系不和
谐而焦虑……

焦虑是一种担心、害怕心理，使人
思维混乱，精神虚散，缺乏信心，产生烦
躁、不安、恐惧情绪，直至心理变态、扭
曲，严重危及健康，加速人的心理和生
理衰老。如果“焦虑症”长期得不到有效
医治与矫正，极有可能产生自杀甚至于
报复社会，戕害他人生命的极端行为。
变革时期的“公民焦虑症”既是个人心
理病症，也是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不稳
定因素，不止关乎个人与家庭，更是一
种社会问题。

从大环境讲，减轻公民焦虑的唯一

途径是积极构建和谐、公平、正义的社
会环境。据专家分析，目前中国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行业收入差距超
过10倍，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倍以上；基
尼系数临近0 .5的红线，这种不公正的
财富分配亟待改变。

从心理学讲，根治“焦虑症”主
要是通过心理抚慰与疏导释解压力。
心理专家认为，心理解压途径有二，
一是自我调节。焦虑症内因源于缺少
发现和寻找快乐的“慧眼”，一位诗
人说：“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快乐
的宝藏”。善于从生活中找乐，释放
不良情绪，是至关重要的。

但许多“焦虑症”患者已深陷其中
不能自救，靠自我调节走出阴影很难，
这就需要社会心理干预。心理抚慰包括
建设和谐社会文化、心理医生看病、心
理电话疏导、人与人之间沟通等。笔者
过去在部队服役12年，军队有做思想工
作的好传统，基层干部很善于察言观
色，发现战士情绪不好及时促膝谈心，
化解思想疙瘩。企业过去也有这个传家
宝，可如今基本丢失，人与人多了利益
关系，少了思想沟通。亲情、友情、真情
是化解“焦虑症”的最好“润滑剂”，我们
需要重新拾起以沟通、交流、启迪为特
点的思想工作传家宝。

周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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