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海域之最
,

其中又以珠江 口海域发生频率

最高
� 而海上船舶溢油事故已是屡见不鲜

,

急

性污染死鱼事故更是司空见惯
。

另外
,

还存在

盲目围海造地和增加养殖密度
,

无度滥捕和挖

沙
,

因无偿使用海域而引发纷争等现象
。

有专

家指出
,

珠江 口 已成为我国居第二位的污染海

域
,

综合整治刻不容缓
。

—
新华社记者陈冀

的
,

但整体减税并不现实
,

可以从税制结构上

做文章
,

应该有增有减
。

税收改革幅度不会过

大
,

关键问题是克服对内资歧视
,

因为人世后

外资企业可能兼享市场开放和税收优惠的好

处
。

—
新华社

国企
“

富贵病
”

台湾大砍情报机构

近 � 年来
,

台湾半数以上的退役情报员偷

赴大陆
, “

叛逃
、

贪读
、

泄密
”

等事件接连发生
,

迫使台湾于年前紧急撤回了 ��� 多名重要间谍
,

预备对违规人员施以重罚
,

并考虑放弃经营多

年的
“

六大谍报计划
” 。

据披露
,

在针对大陆半

世纪的间谍活动中
,

共有 � � �� 多名台湾特工被

捕或失踪
� 军人中愿意干

“

特工
”

的越来越少
,

当局也愈加依赖
“

外国情报
” 。

—
《福建 日报》

社会

纯净的大眼睛

乡吃财政的人员有 � ��� 万人
,

全国有 � �� 多万

个自然村近 � � �� 万村组干部
,

有近 � � �� 个县
、

� 万个乡
,

有县乡部门�� 万个
,

有生活在农村

的 � 亿农民
。

依此计算
,

县乡村要发工资
,

要保运转
,

要保最基本的公共品安排
,

至少需要 � � � � 亿

元
。

这 � � �� 亿元至少要农民负担 �� �
,

这就是

说全国农民负担年均 � � � � 亿元以上
,

而不是公

认的 � ��� 亿元
。

可怜啊
,

农民每年要承担几千

个亿乱收费 � 可是
,

农民负担了这么多钱
,

远

远不够用
,

能卖的都卖了
,

还欠下了约 � � �� 多

亿的债务
。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陈锡文

经济

一双大眼睛的纯净也会使人感到惊栗不

安
。

在甘肃陇西漳县虎桥竹林沟东洲春蕾小学

外
,

一个趴在父亲背上的小男孩就有着纯净的

大眼睛
。

孩子名叫胡家庆
,

他是脑瘫
,

�岁了还

不会讲话
、

走路
,

也许一辈子都要在他父亲身

上度过
。

一支蜡烛或煤油灯
、

一把锈迹斑斑的剪

刀
、

一床破旧的棉絮
,

就是西部一些贫困地区

母亲生产时的全部用具
。

往往孩子出世后颤颤

巍巍握着剪刀剪断脐带的是早已筋疲力尽的母

亲
。

在这种情况下
,

若遇难产十有八九会母子

双亡
,

而新生儿在这样的卫生条件下感染破伤

风的死亡率也高得惊人
,

过了生死关
,

孩子还

要继续煎熬
,

有些地方是不让妇女在家中生产

的
,

她们只能在牛圈
、

猪圈中默默忍受巨大的

痛苦
。

—
一网友推荐

挤泡沫时一定要

非常非常谨慎

河北一家曾经是国内同行业
“

龙头老大
”

的国企
,

患上
“

富贵病
”

后短短 �年就成了
“

亏

损老大
” ,

� � �� 年上市融资数亿元也不管用
,

现

在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

想当初
,

钱多了不知该怎么花
,

于是到处

投资
。

比如
,

看到房地产挣钱
,

便决定在广东
、

海南
、

山东等地开发房地产
�
随后发现轧钢厂

赚钱
,

就匆忙决策上连铸机
、

轧钢厂等项目
,

结

果是数亿元资金打了水漂
。

要改革呢
,

又不知怎么改
、

改什么
。

机构

改革越改越庞大
,

一个 �� �� 多人的企业
,

有处

级机构 �� 个
,

处级干部 �� � 人
,

科级干部 �� �

多人
。

仅厂工会下面就设了生产部
、

福利部
、

女

工部
、

文体宣传部和办公室等 � 个处级单位
。

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

用钱不算账
,

有钱

不会要
。

企业资金回笼一次要 ��� 多天
,

就是

说投资一块钱
,

两年半才能收回 � 企业富裕时

曾投资建起 �� 多家子公司
,

除一家挣了钱外其

余都说亏损
。

一家几年没上交利润的子公司的

经理说
� “

我们不是不想交
,

过去根本没人向我

们要
。 ”

—
新华社

正常的资本市场可以化解改革带来的一些

风险
,

但我国的资本市场目前仍不能做到这一

点
。

现在比较普遍的情况是
,

一家本来不错的

企业上市筹集了很多钱
,

但上市后不务正业
,

没有多长时间企业就垮了
。

市场中的资金从哪儿来� 除了居民的存

款
,

还有很多资金是银行里出来的
。

一旦股市

产生大量泡沫而后破灭
,

就必将使银行产生大

量的不良资产
,

而银行不良资产增加
,

最后受

损失的仍是全国的老百姓
。

因此
,

作为监管者

必须要努力抑制泡沫的产生和膨胀
。

但是
,

在

市场的泡沫产生以后
,

挤泡沫时一定要非常非

常谨慎
,

力求做到慢
“

放气
” 。

因为这个过程是

很危险的
,

力度极难把握
。

也许一个很偶然的

因素
,

就可能导致股市的崩盘
。

—
吴敬涟

国际

美国打翻中以交易

增加农民收入的

最有效措施

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人的最有效措

施
。

现在
,

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
,

是

机构臃肿
、

人浮于事和对农民乱收费
。

全国县

公平税赋一视同仁

国家税务总局官员近日透露
,

减税是必要

以色列在内塔尼亚胡时代达成向中国出售
�套空中预警指挥系统

,

总价值 �
�

�亿美元的合

同
,

美国在 � � �� 年春表示反对
,

并以削减 �� 亿

美元年度援助相要挟
。

而 � 月份巴以和谈在戴

维营举行
,

巴拉克不敢得罪美国
,

单方面取消

了该合同
。

近 日
,

以色列官方表示毁约谈判已经展

开
,

但拒绝就中国索赔的数字表态
。

年前以色

列国防部官员赴美
,

请求美国补偿 �� 亿多美

元
,

但遭美方拒绝
。

据美国情报分析公司斯特

拉特福 日前透露说
,

以色列打算把这套尖端系

统转手卖给印度
。

—
综合风凰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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醚时 政

的第一次浪潮
�

从那以后
,

直到 � ��� 年
,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浪潮
。

这 �� 年
,

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
,

既没

有出现 �� 年代初期那种令人兴奋的腾飞
,

也没有出现 � � 年代后期那种令人沮丧的

坠落
。

总的看
,

经济总量实现了第二个翻

番
。

商品短缺的历史也终于变成了商品相

对过剩
。

�� 亿中国人当中
,

有大约 �亿多

人已经富裕或者比较富裕起来
,

成为中国

人所说的
“

大款
” 、 “

高收人者
”

或者是
“

中

产者
” 。

另外 �亿多贫困者中
,

也有 �� �的

部分
,

能够在丰年得到温饱
,

遇灾年也不

至于饿死道边
。

除了这最富裕的部分和最

贫穷的部分
,

还有至少 �� 亿人
,

按照官方

的说法是实现了
“

小康
” 。

这让老百姓有些

不以为然
,

至少是觉得
,

这
“

小康
”

在当

初成为
“

战略目标
”

的时候
,

是那么令人

激动
,

及至说
“

实现了
”

的时候
,

方知不

过如此
。

在我看来
,

这种淡漠的反映
,

要

么是由于普通人当初把
“

小康
”

想得过于

美好
,

要么是那些不普通的人后来把
“

小

康
”

变得更加现实
。

无论哪一种
,

其实都

不重要
。

重要的是
,

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

和精神生活的确是进步了
。

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
。

这 �� 年的中

国
,

在政治方面
,

没有左右摇摆
�

在经济

方面
,

没有大起大落
。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

概括这种局面
,

那就是
�

我们终于不再折

腾了
。

这里所谓
“

没有左右摇摆
”

和
“

没有

大起大落
” ,

首先是相对于 �� 年代到 �� 年

代初期这一段历史说的
。

�� �  年初
,

当邓小平巡视南方的时

候
,

整个中国
,

无论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

面
,

都处在低谷
。

那种沉闷
、

仿徨
、

疑虑

和无所适从的气氛
,

直到今天仍历历在

目
。

众所周知
,

在中国
,

北方以北京为中

心
,

一向是政治的热闹所在
,

也是诸种方

针和口号的发源地
。

南方靠沿海一线
,

则

是经济格外活跃的地方
,

所以
,

中国有
“

北

政南商
”

的说法
。

南边经济的阴晴
,

多由

北方政治的风云来牵扯
,

所以
,

若论南北

大局
,

大致为北呼而南应
,

北行而南效
。

但

是
,

在 �� �� 年早春
,

这局面居然转了过来
,

变作
“

南呼北应
” , “

南行北效
, , 。

所有这些

集合起来
,

南北东西
,

浩浩荡荡
,

由此也

就令中国改革卷起了第二次浪潮
。

当时的

舆论说
,

这种震撼整个中国的力量
,

乃是

由南向北的
“

邓旋风
”

所推动
。

这并不是

夸张之辞
。

到今天
,

政治方面的中国
,

经历了

�� �  年秋天的
“

十四大
, ’ ,

�� �  年秋天的
“

十五大
” ,

���  年春天的
“

政府换届
” ,

大

致上是始终如一的势头
,

没有重复 �� 年代

那种左右不定
,

起伏无常的毛病
。

这是了

不起 的一 件事
。

经济方面的中国
,

尽管有 �� �  年的
“

过热
”

和
“

通胀
” ,

但其波动幅度明显小

于 �� 年代
,

以后的治理
,

也没有治出�� 年

代初期那种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并举的结

果
。

然后是 �� �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 ����

年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
,

中国竟然都没有

跟着
“

风暴
”

和
“

衰退
” ,

这令全世界刮目

相看
,

也让我们自己人惊叹
�

过去几十年
,

是人家不动荡而我们动荡
�

最近这 �� 年
,

是人家动荡而我们不动荡
。

这也是了不起

的一件事
。

经济方面种种数字的累加一如既往
,

当然
,

这其中有着过去几十年里建立起来

的一切为基础
,

不能视作这 �� 年的独有风

骚
,

惟有
“

持续稳定
”

这 � 个字
,

当得起

是前所未有的成功
。

就此看来
,

这 �� 年里中国的基本特征

是持续稳定
,

而不是大跃进
。

然则对于熟

悉中国历史的人来说
, “

持续稳定
”

是比
“

大跃进
”

更加令人激动的
。

在这之前
,

新

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 �� 年
,

是政治上的反

右派和经济上的大跃进
�

第二个 �� 年和第

三个 �� 年
,

是 �� � � 万人死于饥荒
,

以及

至少 � 亿人受到政治牵累
�
然后是第四个

�� 年
,

尽管有了改革开放的大政
,

也没有

了大折腾
,

但小折腾还是隔三年就来一次

—
��  � 年

、

�� �� 年和 �� �� 年
。

现在
,

我们终于有了
“

�� 年不折腾
”

的历史
,

不

容易 �
“

不折腾
”

的另外一个含义
,

是少有自

己的创造
。

过去 �� 年里面
,

举凡最重要的

方针
,

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
,

内政的

还是外交的
,

都是继承前人的
。

比如确立

市场经济体制
,

以至最终放弃计划经济
�

比如加人世界贸易组织
,

以至最终融入世

界经济体系
�
比如以一国两制之方针收回

香港和澳门
�
比如面对国际争端的韬光养

晦
�
比如申办奥运的成功和中国足球的冲

出亚洲⋯ ⋯以上种种情节
,

若说全都是前

人栽树后人乘凉
,

似有崇古抑今之嫌
,

但

若说是前人开场后人做戏
,

则有充分的根

据
。

邓小平在 ��� �年南巡的时候就说过
�

“

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
,

就是不要变
。

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
。 ”

他还说
, “

有

了这一条
,

中国就大有希望
。 ”

今天回头再

看
,

这话表面上委婉从容
,

但却大有深意

可鉴
,

实在是切中
“

中国病
”

的一剂良药
。

第二个特征
� 没有权威

中国不再需要权威
,

邓小平虽然毕其

一生没有直截了当地这样说
,

但看他晚年

的为数不多的公开讲话
,

里面是包含着这

个含义的
。

�� �年 � 月他公开宣布
“

告别

政治
”

的时候
,

似乎是要下决心不再过问

台前的事
。

他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
�

“

我已经退下来了
,

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

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
。 ”

�� � � 年南巡

的时候
,

他又讲到这件事
,

反复地说
,

不

要迷信老人
。

当邓小平的辞职公开之 日
,

不少老百

姓认为
,

他辞职却不一定会辞事
。

中国的

新任领导者也在多种场合宣布
,

中国的方

向仍要由他来把握
。

然而
,

邓小平公开宣

布他
“

告别政治
” ,

似乎是要下决心不再过

问台前的事
。

用他 自己的话说
,

退就要真

退
,

他今后不再代表集体
、

党和国家
,

亦

不再插手于领导中国的事
。

然而邓小平的
“

告别政治
”

是有条件

的
。

有如他自己在最后一次会见外国代表

团时说的
,

中国近 �� 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

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
,

中国要发展
。

这

话与其说是讲给外国人听的
,

不如说是讲

给他的后继者听的
。

他的想法
,

无疑是要

中国在他已经开辟的道路上走下去
。

倘若

真的能够如此
,

那么
,

中国的政坛上有他

没他都是一样
。

但若出现偏离这条道路的

征兆
,

那就要出来说一说
,

这也就是 �� ��

年他的南巡讲话的背景
。

直到多年以后
,

党内一位很高层的理论家还对我谈起这件

事
。 “

为什么小平同志要讲基本路线 �� �年

不动摇呢�
”

他 自间自答道
� “

就是因为那

时候有动摇的现象
。 ”

当初毛泽东选择接班人费尽心机
,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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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历时近 �� 年
,

选了 � 人
,

都不对头
。

第

一个被他 自己打倒了
,

第二个背叛了他
,

第三个被第四个抓了起来
,

第四个在邓小

平崛起之时辞了职
。

邓小平的接班并非毛

的选择
,

但却非常对头
。

后来轮到邓小平

来选接班人
。

前后 �� 年
,

选了两个人
,

又

不对头
。

邓在南巡的时候曾经感叹这件

事
。

他说
,

靠一代人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

问题
,

要找第三代
。

今天回头看
, “

长治久

安
”

这件事
,

邓小平做得更好
。

毛泽东的后人把他留在了天安门广

场
,

让中国人世代瞻仰
�

邓小平的后人却

把他撒向了大海
,

让他杳无踪迹
。

看来
,

邓

小平是不愿为自己身后的中国留下权威

的
。

到如今
,

他不在人世已经整整 �年
。

我

们的国家仍在进步着
。

没有留下权威的人却留下了
“

长治久

安
” ,

这是值得后人好好想一想的
。

义�
”

比如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是
‘

单干风
’

�
”

第三个特征
�
不搞争论

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不久
,

我曾

写过一篇文章
。

在那里面
,

我提到
,

尽管

邓小平说过
“

不争论
” ,

但方方面面的争论

仍然沸沸扬扬
。

我还把那些年发生在中国

的最重要的争论
,

归结为几个焦点
。

比如
“

基本路线的要点在哪里�
”

比如
“

改革开放姓
‘

社
’

还是姓
‘

资
’

�
”

比如
“

市场经济是魔鬼还是天使�
”

比如
“

厂长负责制是否削弱了党的领

导�
”

比如
“

私营经济是否动摇了社会主

�� 年以后再来看
,

这些问题都有了结

论
。

总的趋向是
,

原来被看作异端的想法
,

如今都被接受了
,

其中很多己经成为大家

正在做的事
。

记得 ��� �年
,

我的一个朋友从欧洲回

来
,

问我中国人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

我说
,

最关心中国的经济改革
“

姓社
”

还是
“

姓资
” 。

他听了就觉得很好笑
,

还说这在欧

洲人当中是不可想像的事
。

�� 年以后
,

我由

这件事清联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

如果我

们今天拿了这个问题
,

和中国的年轻人去讨

论
,

他们是不是也会觉得好笑呢�

就整个国家的社会心理来说
,

这也许

是一种进步
。

共产党立国 �� 年
,

前 � � 年

都是争论不休
。

今天
“

一贯正确
”

的
,

到

了明天
,

就有可能全都错了
。

今天是错误

的甚至反动的
,

到了明天
,

就有可能成了

什么方面的
“

先行者
” 。

这后面的 �� 年
,

中

国人不再把自己的智慧和热情浪费在无谓

的争论上
。

有了以往多年的教训
,

我们正

在变得聪明起来
,

也懂了一个常识
�

那种

硬要辨别是非分清敌友的做法
,

最后总是

适得其反
。

举个普通人的例子
。

户籍制度的不合

理以及必须改变
,

在今天已经成为不言而

喻的事
。

根据我的有限的消息来源
,

至少

有福建和湖南两省
,

已在全省范围内取消

了户口 的界定
,

其余大多数省市区也在局

部地区或疾或缓地对其加以改革
。

但是
,

就在 �� 年以前
,

有一个人却因为批评了户

籍制度
,

被判有罪并且被监禁
。

他叫黄庆
,

先是昆明市搪瓷厂的团委书记
,

后来又是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的秘书
,

由于工

作的努力和卓有成效而多次受到上级表

彰
。

他的命运转折
,

是因为撰写了一篇文

章抨击中国的户籍制度
。

他认为户籍将公

民分为高低贵贱
,

是一种不公正的歧视性

制度
,

应予改革
。

�� �� 年 �� 月 � 日
,

黄被

警察逮捕收监
。

根据
“

工人日报天讯在线
”

一位记者的报道
,

次年 � 月
,

在一次不公

开的审理中
,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

有期徒刑一年
,

罪名是
“

反革命宣传煽动

罪
” 。

� 个月后
,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

判决黄的罪名成立
,

管制 � 年
。

等到管制

期满走出看守所的时候
,

黄已经失去了原

来的工作和原来的地位
,

衣食无着
,

艰难

度日
。

与此同时
,

他所批评的户籍制度
,

却

在他的身边悄悄地改变着
。

到今天
,

已经

没有人还会说那是一个不能被批评被反对

的制度
。

邓小平在 �� �� 年南巡的时候曾经说
�

“

不搞争论
,

是我的一个发明
。 ”

从那时以

来的 �� 年己经证明
,

这对国家的进步有好

处
。

有时候
,

对于一些走在时代前面
、

敢

于独树一帜
、

并且因此受了委屈的人来

说
,

这并不是一种绝对公平的选择
。

我们

国家处理纷争的办法
,

不是追求一人一事

的绝对公允
,

而是追求大局的平衡
。

这中

间的道理不在于是非分明
,

而在于必行的

策略
。

当然
, “

不争论
”

不等于就没有问题
。

今日中国
,

人们思想上被束缚的情况还有

很多
,

很多问题也还没有一个大家都能同

意的说法
。

事情的关键
,

并不在于有没有

分歧
,

而是在于
,

在一种尚未建立充分民

主的环境中
,

解决众人间存在的纷争
,

找

到大多数人支持的行动方针
,

使国家的发

展有利于每一位公民的生活
,

这正是一项

最为重要的工作
。

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
,

这既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

也是对他的一

个挑战
。

懂得了这一点
,

就有可能更深更

远地理解邓小平本人一生的沉浮
,

以及他

给我们后来人留下的精神遗产
。

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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