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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人心的统计数字接踵而来。在宏观调控贯穿全年的背景下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是达到了9％，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继

续增加。但是，在乐观看待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前景的同时，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收入分配领域的两极分化趋势依然

未能明显缓解，贫富差距问题依然威胁着整个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 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来自北京市

统计局的相关数字显示，2004年前11个月，当地城市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2.7％，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差

距却由上年同期的4.7:1升至5.8:1。在江苏，低收入群体的工

薪收入增速也低于高收入群体6.6个百分点，直接导致两者人

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上年的1:6升至1:6.5。 与此同时，居民消

费价格上涨压力日益显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预测

，2004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左右，创下了1997年以来的最

高涨幅。有关专家分析说，公用事业和服务类价格的变动可

能成为推动2005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在生产资

料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后，价格传导机制还将引发日常消费

品价格开始攀升。 当然，由于此前物价连年持续低迷的潜在

作用，新一波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尚未产生明显社会影响，

被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视为仍在“温和可控”的范围内。

然而，随着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低收入群体显然

感受着更多日常生活支出增长的压力，因为基尼系数已由改

革开放初期的0.2左右上升至0.45！ 过去的一年里，包括居民



生活水电价格和医疗服务费用在内，一些公共服务价格轮番

上涨，一度势如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在北京，人均医疗

费支出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40％，人均居住服务费支出增

长42.8％，商品房价格的恣意炒作亦为通胀之风推波助澜。 

更加需要警惕的是，少数“主流经济学家”漠视贫富差距的

存在，奢谈“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妄言“发展

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主张所谓的牺牲“公平

”求“效率”的劫贫济富式的发展观。这种论点完全有悖于

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就是改善收入和机会的分配状况，

忘记了贫富差距不仅削弱着社会公众承担风险的能力，更削

弱着社会凝聚力和改革支持度。 让全体社会成员公平分享改

革成果，这是一个社会实现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学者

已经发出警告，不同社会阶层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持续加

大，很容易使得低收入人群感受到自己承受了更多改革的成

本与代价，增大社会心理失衡状况出现的几率。因此，在中

国经济整体飞速跃进的同时，我们既要注重解决贫困人口问

题，也要注重解决相对贫困人口问题，尽快真正实现“公平

的经济增长”。 在中国人均GDP首次达到1000美元后，温家

宝总理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省部级干部，要谨防重蹈一些国

家的覆辙，发生由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等引发的社会动

荡和倒退危机。让最广大人民共享经济增长的好处，要求我

们一定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通过公共政策

的制定与实施去协调社会矛盾，更多地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

支持和社会保护，促进社会公平。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能

真正实现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改革才能源源不断地得到

来自社会深处的动力支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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