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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 那些如雷贯耳的国际奢侈品牌，就
藏在不经意间一条小街的拐角，仿佛都只是些供
市民休闲的街边小店。频繁出现的咖啡馆，都是
顾客盈门，似乎整个城市都找不到什么努力工作
的借口。即便在遍地黄金的地段，街边店主们也
并不在乎周日的黄金时间， 他们在周日关门歇
业，全然不顾香榭丽舍大街上迫切等待释放购买
力的人群……

一个熟悉了中国城市生活的人，在这样的场
景中，竟有些不知所措。努力、无休止地工作，有
限的资源和社会保障，见缝插针地抓紧一切商业
机会，以及对陌生人群本能的警惕———在我们所
熟悉的话语中，“享受生活”和普通大众的生活没
有什么关系。对比之下，不禁要问，为什么有的经
济增长可以通过鼓励消费实现，而另外一些经济
增长就必须通过鼓励储蓄和投资实现？

巴黎的例子告诉我们，除了政府出面高积累、
高投资以外， 经济发展完全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方
法。政府安心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充分减税，让
企业和居民自行确定如何
使用其资金，也完全可以达
至经济的健康增长。

而且，甚至可以断言，
这是化解我们经济发展中
高成长的数字和低幸福感
的现实之间矛盾的最有效
办法。

经济发展完全可以
有一些不同的方法

7月10日，就在央行宣布年内二度降息后不久，京城
房地产市场同时再现天价楼王和地王，楼王名叫“运河
岸上的院子”，12套独栋豪宅每套均价3亿元，而“中国最
贵公寓”上海汤臣一品，其楼王定价也才不过1.9亿元。

其实，楼王、地王已并非北京楼市的价格潜力信号，
而是这座城市步入后土地经济时代的信号，是土地盛宴
的挽歌，是房地产暴利的回光返照。当资源的不可再生、
泡沫的难以为继、信息的对称和制度的理性逐步释放出
叠加效应后，楼王、地王已无可避免要沦为强弩之末，难
以再充当房价、地价暴涨的带头大哥。

楼王、地王的反复出现，表面上看似是一场盛况、一
幕繁荣，实则可能是土地财政吃的最后一顿晚餐。尽管
越来越稀缺，价格越来越贵，但同时也清晰地传递出一

个信号：地已卖得差不多了，地方政府的地皮财政即将
枯竭，房地产依赖大限将至，今后亟待寻求新的经济发
展动力。

换句话说，楼王、地王传递给我们的，绝非仅是一个
单纯的价格趋势信号，而是一个改革的警示信号。这其
中蕴含着一系列艰深复杂的改革
课题， 例如卖地枯竭后地方政府
的财政收入来源问题， 新时期中
央和地方关系问题， 富人过多占
有资源的税收调节机制问题（比
如房产税），与土地相关的产业结
构和布局问题，等等。决策者理应
未雨绸缪。

《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第15期

楼王、地王的反复出现，是土地盛宴的挽歌

《博客天下》第95期

【扫我看全文】

最功利的选择往往无功无利
每年高考过后，志愿填报季节，关于“热门专业”的

话题就会大量出现。 与考生及家长追逐热门的心态相
反,给所谓热门专业泼冷水的大有人在。

“每当我同事的孩子高考向我咨询的时候，我都明
确的否定他们报考金融系的志愿。” 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副主任何帆曾在文章中感叹说,一届一届的学生，走的
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迷茫，多的是失落和伤感。“无所作
为的教育是所有我们这些被人叫做老师的人的耻辱。”

高校“热门专业”的冲动，与考生的追逐心态一起形
成了如今的大学专业生态。

美国萨克福大学教师薛涌曾经在网上看到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一段自我介绍，大呼不解。这段介绍
是：“学院拥有中国最具发展潜质的本科学生，连续几年
每年都有约五分之一的全国各省市高考第一名进入光

华管理学院。”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薛涌感叹说， 这是母校的悲哀，

是新时代的科举制。
薛涌的理由是，很难想象这样层级的美国精英高中

生会到大学里学市场营销类专业。 美国常青藤盟校，总
体趋势恰与普通高校相反：人文学科越来越热。

薛涌觉得, 如果一个人老盯
着“热门”、盘算着“有用”，其心灵
就像一个视老板脸色行事的雇员
一样唯唯诺诺。 人的技能可以被
雇佣,但人的心灵决不能被雇佣。
“大学要培养的，就是一个能主宰
你生命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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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妻之殇
“在我最后的时刻，请让我破功诅咒你：画皮落尽，

一世孤单！”
2012年6月15日的凌晨， 刚刚考上博士的四川大学

教师罗洪玲在微博上发出这样一句悲鸣后，结束了自己
的生命。

事实上，罗洪玲口中的“你”正是她法定意义上的
“老公”陈胜———一名隐瞒自己性取向的男性同性恋者。

同妻，即男同的妻子，一个比男同更弱势、更隐秘的
群体。或许，正如著名性学家李银河所说，每一位同妻所
经历的婚姻，从开始的那一刻起，全都是一场凌迟的开
幕与幸福的终结。

张北川接触同妻的时间长达15年。他说“同妻成为
弱势群体，最根本的原因仍为社会对同性恋人群的无法
接纳。”

对于“同志”与“同妻”的关系，一名长期服务的公益

志愿者更愿如此描述：他们既是彼此的对立面，又是不
得不面对社会的同一面。

有同妻这样认为，“诚然， 同志也是这类婚姻的受害
者。但他们的欺骗行为必须受到谴责。”“一个群体要获得
尊重，必须尊重比它更弱势的群体，不能因为受到伤害，就
去伤害更弱的群体。”张北川则这样理解两者的关系，“不能
因为反对一种歧视而造成对另一
个群体的歧视。”

不过，在张北川看来，如今
同妻的人群其实正在减少，“在
大城市， 正有越来越多受过良
好教育能够独立生活的同志，
他们开始拒绝婚姻。 不光是尊
重自己的性取向， 他们愿意更
真实地生活。”

最近，经济并不发达的四川简阳市（县级）人民医
院，花2.4亿元建住院部，“媲美五星酒店”，病房分好几等。
这还叫什么人民医院，绝大多数人民，包括已经纳入初级
医保的市民，是进不起这样的医院的。能设计出这样的硬
件，可见这里的政府神经中枢里，没有公平的软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凸现了一些普通平民看不起
病、吃不起药、就不起医的悲凉和痛苦。在七亿农民和两
亿城市平民中，不知道每年有多少人因病致贫，或因病
“返贫”。甚至是倾家荡产也不能就医，眼看着亲人生命
一天天消失。打开微博，天天都有这样的哀告。这是怎样
的处境？我愿意相信，如果伪造一枚收费章就可以使亲
人得救，大多数穷人都会选择这样的办法。这当然应该

被法治社会治罪。不过这也跟民间的传统戏剧里救苦救
难、打抱不平的故事颂扬的角色很相像。

大众医疗保障为什么这么难，难在资源有限，但更
难在不公平。少数人占据了大部分医疗资源，让大部分
人在疾病的威胁面前束手无策
坐以待毙， 这无异于少数人侵
占和剥夺了多数人的利益。这
违背公平公正，违背伦理道德，
应该改变。 然而， 现在的问题
是，建立一座崭新的医院易，建
立一个公正的秩序难。

大众医保为什么这么难

【扫我看全文】

《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第28期

“软硬并举”，才能构筑
城市美好的现在和未来

近来全国暴雨，一些城市再次出现“看海”景
观。从内涝成灾到地陷频发，反映出我国城市发展
的困局。在注重发展速度、面子工程和经济绩效的
同时，却忽视了城市的公共服务与管理，忽视了城
市真正的职能：提供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

城市化是中国发展的重要主题。改变目前城
市发展的畸形路径， 需要
两手抓， 城市的面子和里
子， 看得见的硬指标和维
系城市持续发展的软实
力，都不能放。唯有“软硬
并举”，才能构筑城市美好
的现在和未来。

“发奖金”升级版———“发奖金5元”上市

“发奖金”是网点即开票中的常青票，自从在我省
销售以来就受到广大彩民的高度喜爱。 如今，“发奖
金”升级版“发奖金5元”登陆我省，并且一等奖增加到
12万元，是原来2元票“发奖金”头奖的4倍。

“发奖金5元”面值5元，奖级12等，一等奖12万元，
返奖率为65%。它共有两个玩法，两个玩法区内的中奖
奖金兼中兼得。玩法一：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三个相同
的奖金金额，即中该单一奖金。玩法二：刮开覆盖膜，如果
任意一个“我的号码”与任意
一个“中奖号码”相同，即可
获得该“我的号码”下方所对
应的奖金， 中奖奖金兼中兼
得； 其他不相同的号码下方
所对应的奖金无效。 ■张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