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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奢侈品协会发布报告，

春节期间中国富人在境内外砸下

近 90 亿美元来购买奢侈品，境外

游越发火爆，买奢侈品成为一个

重要娱乐项目，春节期间，中国消

费者占据了海外奢侈品三分之一

的市场，已经成为节假日境外最

具奢侈品购买力的消费群体，居

全球之首。（2月2日《广州日报》）

中国奢侈品消费全球第一，

按说是个很长面子的事情，可每

每听到类似的消息，多数国人并

没有多少自豪感。

按说，我们无权指责或干涉富人的个体

消费行为，只是有些富人的取财之道以及他

们对待财富的态度委实令人纠结。种种迹

象表明，一些中国富人“一掷千金”的做法，

让人觉得他们手中的财富不像是诚实劳动、

合法经营所得，更像是“投机钻营”、“一夜暴

富”所获。加之中国富人“反哺社会”责任意

识的普遍缺失，在这样一种语境之下，富人

奢侈消费无疑会加剧贫富阶层断裂，让普通

民众心理失衡，甚至产生“被剥夺感”。

一如前不久备受公众质疑的“茅台入

奢”消息一样，茅台成奢侈品不受公众待见，

那是因为天价茅台闪烁着“未富先奢”、“公

款吃喝”和“行贿受贿”的影子，正因如此，

“茅台入奢”并没有激发出国人太多的自豪

感。同样道理，如果没有完善合理的财富分

配制度作为支撑，没有理性纯粹的消费理念

作为保障，没有普通民众殷实的民生“里子”

进行兜底，再光鲜的奢侈品消费“面子”，恐

怕也不值得国人骄傲。李继彦/文 朱慧卿/图

“用工荒”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孔子和庄子文化崇尚孤立，抑制

好奇心，对科学研究没有好处。”

——1月 25日，清华大学地球系

统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宫鹏在《自然》发

表文章，就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国科学

研究的影响发表看法。文章说，中国

科研质量需要提高，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个是学术不端，另一个是文化。孔

庄文化鼓励小尺度和自给自足的做

法，阻碍创新、商业化和技术发展。这

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中国科学界，人

人都想做前沿研究，另一个就是缺乏

工作分工。

“上班时间领导带头在办公楼内

打麻将，年初八一直打到元宵节，这已

经成为一种传统。”

——1 月 31 日，有网友称，深圳

龙岗区南湾市场监管所在春节后上

班第一天，由所长带领多名员工在

会议室打麻将。1 月 31 日，南湾所

所长黄耿飚对此表示承认，并向市

场监督局龙岗分局检讨。据知情人

士透露，该办公楼内设置专门的麻

将室。

奢侈品消费全球第一不值得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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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取消
“三好生”是矫枉过正

在今年北京市人代会上，市人大代表、

北京实验二小李烈校长提出“取消三好生

评选”。记者昨天从实验二小了解到，新学

期起该校将暂停评选三好生，而继续采用

更为多元化的标准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

西城教委有关人士透露，实验二小的试点

有可能获批，但目前不会在更大的范围进

行推广。（2月2日《北京晨报》）

当下的三好生评选制度夹杂着不少

的糟粕。其一，这张奖状上夹杂着一些不

怎么合理的物质因子。例如，省市级“三

好生”在中考、高考中均可获得不同程度

的加分优惠。在分分分，学生的命根的教

导下，一些家长挖空心思为自己的子女争

取这样的实惠。

其二，将学习成绩作为唯一的参考依

据。这是当下三好学生评选的最大弊端。

应该承认的是，当下班级以及校级三好生

本没有掺杂太多的加分因素。但这样的三

好生还是有将学生分成三六九等的嫌疑。

学习成绩不怎么理想的学生不一定思想品

质就差，用一张“纸”来区分人显然违背了

教育的初衷。而更具有危害性的是，过度

地将人分类，容易使一部分学生自暴自弃，

评价的失准，倒逼学生走向自我的对立面。

不过基于上述的种种弊端，就将三好

生评选一棒子打死，的确是矫枉过正。去

伪存真是应有的工作态度。无论是社会

和学校都需要一套评价体系，让三好生回

归本质，除去那些不合理成分，对学生能

力与品质进行综合肯定才是应有的举措。

微评论Wwei ping lun

7.7亿人看春晚：
关乎习惯无关好坏

龙运灿

央视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昨日宣布，

2012年央视龙年春晚直播吸引了7.7亿中

国观众收看，收视率合计为32.75%。（2月

2日《成都日报》）

看春晚从来都不是一种“自主选择”的

方式，更是一种年复一年的生活习惯，也可

以说是一种精神寄托。对春晚而言，哪怕其

有7.7亿人观看，也不是值得炫耀的事情，因

为这只关乎习惯而无关好坏。且每年春晚

刚完不久，调查报告便会出来，大致意思是

“收视率不低，满意度不高，网友不买账”云

云。每年此时，你我都审美疲劳了，甚至，都

懒得去搭理与评价春晚了。其实，对央视而

言，春晚最大的荣耀，不是收视率，不是有多

少人在看，而是有多少的好评度、满意度，而

这些，才是央视春晚最该追求的目标。

这两天看报纸，到处都有招工难的

报道，从现场上看，确实是“招工的比应

聘的多”，尤其是沿海一些地方，众企业

都铆足了劲儿开工，打算在新的一年大

干一场。然而由于过节工人流失较多，

如往年一样，今年许多工厂都遭遇了“用

工荒”，即使大涨工资海派红包也难招满

人。许多人选择留在家乡打工，工资大

涨仍敌不过家乡就地择业。

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至少 2004 年以

来就屡见不鲜，却又是一个颇有意味的事

情。第一，“用工荒”多发生在沿海地区，

中西部相对少见，是区域性“用工荒”；第

二，呈现在表面的是“用工荒”，其实细察

会发现，是缺少电子、家具、制衣、玩具等

企业生产线上的普工，而不是高科技、高

附加值企业的高工，是结构性“用工荒”。

这就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随着产业

的梯度转移，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

海在往中西部转移，在当地吸纳了大量的

劳动力，部分地实现了剩余劳动力的就近

就业，留给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

十分有限。而且，同样是劳动密集型产

业，沿海企业未必具有内地企业的招工竞

争优势，看起来可能沿海企业开价相对要

高些，但劳动者会考虑背井离乡、户籍壁

垒等其他高昂的成本，两相抵消，再投奔

沿海打工的热情必然大减。

第二，一场大规模的产业梯度转移还

在进行当中，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还

未充分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而

就在这个转移的过程当中，中西部地区的

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很多农村人口“就

近入城”。尤其是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

的国家战略出台，正在缩短平衡地区发展

之间差距，中西部大中城市的发展机会也

相当地多，并非一定要到沿海才有发展，

这也是导致沿海“用工荒”的重要原因。

当然，由于中国多年实行计划生育，

以及提前而来的人口老龄化，让我们很

快告别“人口红利”时代，因此，“用工荒”

看似是一个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如果从

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去理解，可以视

为发展阶段分水岭的重要标识：一个标

识就是“刘易斯拐点”来临，即劳动力无

限供给的时代一去不返，劳动越来越成

为重要的稀缺品，劳动力的价值要获得

重新评估，就像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光

劳动力是很值钱的，而且劳动者的地位

和尊严也是很高的；一个标识就是“转型

拐点”来临，劳动力的不可能无限供给，

必然要求经济发展转型，要从低端的、粗

犷的转型为高端、集约的，从劳动密集型

产业转型为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这

样，就需要沿海地区，甚至在不久的将

来，中西部地区，都要“腾笼换鸟”，才可

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因此，解决“用工荒”，从根本来说，

就是解决好两个拐点问题，就“刘易斯拐

点”而言，就是提高农民工打工收益的同

时，解决好地位和尊严的问题，他们要能

够获得城市人平等的待遇和公共福利，

才会愿意扎根下来；就“转型拐点”而言，

这个从中央到地方已经讲得很多，就是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提升产业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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