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中心主任樊纲指出，中国现阶 

段阶层收入差距应依靠社会经济的 

稳定发展，而不能过分依赖社会保 

障制度来予以平衡。 

樊纲认为，阶层收人差距的出现 

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中国走向经济 

全球化，建设I现代化历程中不可避免 

的现象。现阶段比较突出的城乡收入 

差距、就业者与失业者的差距等等问 

题，归根结底都集中在如何解决几亿 1 

农民进城就业的问题上。 

他说，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在 1 

许多农村，农业收入已不再是农民 

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取而代之的 

是农民出外打工的收入，过去以农 

为生的农民大多处于一种 “不充分 

就业”的状态。正基于此 ，他估 

计，中国目前约有3亿左右的农民 

正处于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路途之 

上，而这一群体的存在正压迫着城 

市中l亿左右的低收入打工阶层， 

使他们的收入暂时难以发生质的提 

高。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社会经济 ! 

的稳定发展 。以使社会达到一种 。 

“充分就业”状态。 

因此，他强调，调节阶层收入差 。 

距不能也不应该过分依赖于社会保障 

制度的完善，—是因为目前的中国经 

济能力还不足以承担以太高支出为基 

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另一原因 

是，世界上已有的经验显示，给低收 

入者提供 “造血”功能作用远甚于一 

味 “输血”。他同时指出，现阶段有 

限的社会保障投 直̂该用于缓冲由于 

阶层收入差距而可能激化的社会矛 

盾，譬如加大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的 

基础教育建设，以及设立农村特殊疾 

病的保障基金等方面。 

最后，樊纲呼吁，中国的经济学 

家直充分认识到中国阶层收入差距长 

期存在的正常性及普遍性，并在此基 

础上注重理性分析，并最终给予社会 f 

经济稳定发展以更多更完善的良策。 i 

民营经济二次创业高潮来临 
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说，随着 

政策理论上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重 

大突破，非公有制经济的第二次创 

业高潮已经来临： 

萧灼基说，当前有些人认为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速度这么快，是不 

是要放慢一点?他认为恰恰相反， 

可以说当前非公有制经济的第二次 

创业高潮已来临。原因有五：一是 

在非公有制 经济理论政策上有很 

大突破。以前我们是把非公有制经 

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定 

位，这种补充定位使得非公有制经 

济只能在有效范围内活动，现在则 

把非公有制经济提升到重要组成部 

分，这样一个政策上的重大突破， 

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 

好的氛围。二是参加世贸组织后， 

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国民待遇已经是 

势在必行。二三是国有经济正在进行 

战略调整，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 

不为。问题是现在有些政府部门、 

理论界对有进有退的理解是不一样 

的，我认为主要是退=这次国资体 

制改革，分层次管理，给地方政府 

很大权力，也给民营企业进入国企 

创造很大条件 四是当前发展非公 

有制经济是解决国家很多经济难题 

的重要渠道 例如就业问题，今年 

我国需要安排就业岗位2400万个， 

但能安排的岗位才1000多万个，而 

国企现在主要是减员增效，富余劳 

动力很多，有一个庞大的下岗后备 

军。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当前解决就 

业的主要渠道?另一个问题就是民 

间投资启动乏力，这几年我国经济 

增长主要靠的是积极财政政策，风 

险很大，发展个体经济就能把民间 

的货币资金转为投资资金。第三个 

对外开放需要管理创新 
中国贸促会原会长、全国政协港 

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俞蟛淞近日指出， 

中国经济发展、对外贸易不论对于政府 

层面、社刽 酿酰 层面来说，都 

面』 b钱，对外开放需要管理仓嘶。 

他说，中国加入世贸的真正挑战 

首先在于中国 苻f朗 外经贸活动的机 

制是否经彳{；往-j 蛾 ，中国 “人世” 

所侑 翅 ，包括贸易自由化、降 

低关税、削减j 锑 壁垒、政策 jH化 

等，对 杼窜掣剖藿 。 

俞晓松认为，鉴于中国国情， 

中国与发达国家、若干发展中国家 

发生贸易磨擦将会增多，妥为处理 

而尽可能 “共赢”，对政府、中介 

机构、企业来说都缺乏经验，并缺 

少监控管理机制，而处理多边区域 

经济合作 ，也是政府和企业缺乏 

经验而又急需处理的课题。 

俞晓松指出，市场经济应是法 

制、信用的经济，法律和政府行政手 

段对规范统一、公平、开放的市场运 

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无序竞争、 

诚信失衡等影响市场健豪运行的企业 

行为需由社会中介组织、新闻媒体予 

以协调干预，使之回归正道。 

俞晓松说，中国企业尽快适应 

经济全球化，加大管理创新势在必 

行， “品牌、名牌不是靠某个机构 

‘加冕’的，跨国公司也不能靠外 

部力量去 ‘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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