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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发展，当下面临
两大任务， 一是提高教育质
量，二是扩大教育公平。对于
提高教育质量，基本的共识是
要推进教育改革；而对于扩大
教育公平，有不少人，包括教
育管理者却认为，只需增加教
育资源，或者盘活现有资源即
可，并不需要改革。其实，以改
革扩大教育公平，应该成为基
本的共识。

比如，对于缩小义务教育
城乡、区域和校际差异，很多

地方的做法主要有，将薄弱学
校纳入“名校集团”；实行名校
和薄弱学校对口帮扶等等。从
表面上看，这些措施是在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但实际上大都
是推进公平的表面文章，很难
起到均衡的实际效果。

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只
有向改革要成效。具体的改革
可包括两方面：

一、打破原有的以县乡财
政为主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
机制，建立强化省级财政统筹

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
只有实行省级财政统筹，才能
尽快缩小地区、城乡的差异。

二、打破原有行政主导的
教育拨款方式，建立国家和地
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
拨款预算， 并监督政府拨款。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需要增加
教育投入，并以均衡为发展教
育的首要目标配置资源。

而要真正推进高考公平，必
须改革高考制度，打破分省份按
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全国重点大

学的招生实行基于统一测试基
础的高校完全自主招生。

实行全国重点大学面向
全国的自主招生，围绕这一改
革，将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学校
的关系，将促进高校现代学校
制度建设，将引导基础教育逐
渐摆脱应试教育，还将引导地
方政府发展教
育观念的深层
次转变。

︽
瞭
望
︾

拯救野生动物
随着形势变化， 野生动物保

护法律的滞后、 执法力量的相对
薄弱以及滥食陋习根深蒂固等新
老问题， 对于保护工作的掣肘进
一步凸显。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迎
来新挑战和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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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反腐机制
除了改革纪检体制之外，官

员财产公开等关键制度应及早推
出， 还需从政治体制改革攻坚着
手，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等问题。反
腐、政改需有一个合理的时间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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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经营者与消费者的权利平衡
经营者违法成本之低， 消费

者维护权益之难———这种鲜明对
比一次又一次的将双方推向互不
信任的泥淖， 并由此拖累一个活
力四射的消费型社会的迅速长大
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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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动了好莱坞的奶酪？
在好莱坞的生产线上， 剧作

家从属于制片、导演，他们总感觉
自己未获应有的报偿。 而在为有
线台创作电视剧的过程中， 剧作
家往往扮演着核心角色， 甚至负
责选聘导演和演员。由此，美国电
视佳作纷呈。

︽
能
源
︾

为什么要反对限制进口煤
限制进口无助于稳定国内煤

价，对环保的益处也殊堪质疑。中
国并不追求绝对的自由贸易，但
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全球整
体上的自由贸易环境对我们至关
重要， 我们也需要维护“自由贸
易”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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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于恐惧的自由

别误读宏观经济数据

亚洲高铁的“中日对决”

扩大教育公平要强化省级财政统筹

这个秋天有些冷。
在社会生活领域里，接连

不断发生的那些事件，无论是
整治网络谣言，还是其它一些
案件，如著名企业家和维权的
记者及所谓网络传谣的初中
生被刑拘，等等，都引发了相
当范围的震荡和莫名的恐惧。

事实上，在整个人类的历
史中，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
最安全的。人类的认知已经能
将自然灾害带来的危险与恐
惧降到了最低；我们已经不会

因为对自然的无知产生恐惧，
我们也已经不再恐惧饥馑疾
病的肆虐，甚至，对于战争记
忆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也正
在远去。

但人们的不安感却与日
俱增。

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社
会从封闭走向开放，民众在这
争得的有限空间里，释放了自
己的创造力，一定程度上实现
了在物质财富、精神生活和人
格尊严等诸多方面的自我价

值。但是，这种价值没有得到
相应的制度性保护。这种令人
生畏的系统性不确定性，可能
影响每一个社会成员。你不去
找麻烦， 麻烦可能找上你，每
个人都可能是弱势群体。

被恐惧驱赶的人们，要么
乘桴浮于海，要么被迫转向了
对物质利益的享乐追求，成为
消费主义的奴隶， 冷漠于世
事。 结果是社会成本增加，压
力加大，运行效率下降，创造
力不再。

今天， 免于恐惧的自由，
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也写
进了联合国人权宣言。一个现
代文明社会，应该让自己的民
众远离恐惧的威胁，无论是何
种恐惧，同时应建立一种鼓励
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实现自
己与生俱来的潜能的秩序。

免于恐惧
的自由， 不是
恩赐的， 是争
得的。

最近两个月宏观经济数
据转好，给市场吹进暖风。亦有
舆论对近期经济数据表示担
心，不仅怀疑经济转好的持续
性，更担心调结构、促改革将重
回刺激信贷、投资扩张的老路。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面对
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
经济下行、市场信心有所下降
时，确实有一种惯性思维和做
法在影响舆论。这主要表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过度依
赖信贷扩张政策，并采取各种

方式给中央政府施压。二是地
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增强。

显然，当前中国经济的转
型升级不可能没有阻力，关键
是走新路的决心。做到这点，要
避免误判中国经济增长趋势，
更要避免误判宏观经济政策。

最近，有观点认为中国经
济又出现“企稳回升”，认为经
济已达到底部，之后将会明显
上升，形成新的上升周期。

与“企稳回升论”不同，我
们认为目前当前经济趋势应

是“趋稳向好”。
“趋稳” 是指经济增长暂

时趋于稳定，不仅处于合理区
间内， 而且短期不再下跌，相
反将出现一定的反弹。“趋稳”
表明新一届政府前期采取的
措施开始显现成效，市场信心
有所恢复。“趋稳” 不是“企
稳”，更不会形成上升趋势，相
反，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仍有继
续下行的压力。

而“向好”是指结构优化，
转型升级取得一定进展。这表

现在两方面。一是工业、制造业
投资增长回落的同时， 交通运
输、仓储、邮政业的投资增长比
前两年明显加快， 比上半年也
有一定的回升。 二是经济增长
放慢但就业率保持较高水平，
服务业发展得到政策支持。在
减免税政策的作用下， 小微企
业的发展环境
有所改善。

高铁建设的潮流正在从
日本和中国向南涌动，泰国、新
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国都提
出了高铁建设计划， 将建成的
高铁总里程预计超过1万公里。

目前在世界各国中，有高
铁设计、建造、运营成熟经验的
无外乎日本、法国、德国以及中
国这四个主要国家。 而考虑亚
洲各国的实际情况， 由欧洲企
业承建高铁无论从标准上、资
金上都令这些国家难以承受，
所以东南亚高铁实际上就是中

国和日本企业之间的对决。
日本的优势源于其高铁

研发时间长，也有了一套成熟
的管理经验。而且在这么多年
的高铁实际运营中，没有出现
过大的事故，其设备的稳定性
有着比较好的纪录。

中国的优势在于高铁研
发的后发优势。据曾经参与中
国高铁技术引进的国家发改
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董
焰介绍，2003年在京沪高铁进
行论证的阶段，中国有关方面

就确立了引进设备的国产化
原则和策略，最根本的方针是
“必须向中国出让技术”。中国
高铁的另一个优势是价格。

这些优势使中国高铁具
备了走出去的实力。

中国高铁能否在亚洲高铁
建设中成功地走出去？ 在发展
高铁的老牌国家日本和新兴的
中国之间， 亚洲国家究竟选择
哪个？ 这是一次经济和技术博
弈，也是一次外交和政治较量。

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轨

道交通研究所教授孙章表示，
中国高铁走出去宜采取稳步
推进的策略，采取“三个先”步
骤，即“先土建，后车辆；先250
公里时速，后350公里时速；先
中外合资企业，后国内独资企
业”。如此，孙章认为，中国高
铁将逐步积累经验，走出去的
速度将逐步加
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