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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人均住房面积不是为了吸引眼球
谢昱航

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完成的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2》 发布， 报告称，
全国2011年家庭的平均住房面积为116.4
平方米 ， 人均住房面积为 36平方米 。
（《北京日报》 8月6日）

报告数据引起一片哗然。 “被平均”
已成为中国民众十分反感的事 。 诸如
“中国家庭平均资产247.6万 ”、 “家庭平
均住房拥有率89.68%” ……多次让低收
入阶层委屈和愤懑 。 如今北大研究机构
不顾大多数人的感受 ， 又玩这样的数字
游戏， 难怪网上几乎一边倒地挖苦和讥
讽。

这样的数据能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中

国人有了一流的居住条件？ 当然不能。 有
正常思维的人都知道， 即使社会90%的财
富掌握在10%的手里 ， 平均数照样很漂
亮 ， 但这样的社会必然失衡并危险 。 平
均数不能反映这样的问题 ， 恰恰掩盖了
真相 。 所以 ， 平均数的使用 ， 必须讲究
时宜， 必须慎重 ， 用得不好 ， 是很危险
的。

时下， 房价虚高， 买不起房仍然是很
多人的生活现状， 这一点不容否定。 研究
中国住房问题， 这才是最重要的， 关系到
民权保障， 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中
国社科院2010年 《经济蓝皮书》 显示， 房
价收入比 （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
入之比） 应当在3至6倍的范围， 6倍以上
居民购买住房就已非常困难， 而中国2009

年城镇居民收入房价比达到8.3倍， 占全
体居民的60%的中低收入居民没有购买住
宅的能力。 可是 ， 在平均住房面积计算
中， 作为分子的住房总数， 却非常大， 这
是不是说明不同人群拥用的住房面积悬殊

惊人呢？
这种推断其实有很多其他事实来佐

证。 比如， 被查处的贪官占有的住房数字
惊人： 原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宋军利用贪污款大肆买房， 总共购买了37
套房； 原山西省蒲县煤炭局局长郝鹏俊及
其妻， 利用违法违纪资金， 在北京、 海南
等地购置房产36套； 原安徽黄山市园林管
理局局长耿晓军， 房产38套； 原上海房管
局第一副局长陶校兴， 房产30套； 原上海
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 房产16套……还

有其他大腕、 富商拥有的豪宅， 所占住房
面积有多少， 从各种各样的信息中不难看
出端倪。

无疑， 住房面积相差悬殊背后， 是资
源集中 、 贫富分化 、 分配失公 、 经济失
衡、 社会割裂。 正视这样的问题， 寻找解
决方案， 是研究机构的责任。

住房问题之所以被各研究机构作为研

究目标， 是因为该问题是当下民众最关心
的问题之一。 反映时下中国住房问题， 平
均数最不能说明问题， 但是有些研究机构
偏偏要选择这一概念 ， 这是有意混淆视
听， 还是在回避问题？ 作为研究机构必须
明白， 研究问题必须有研究者的立场， 不
能为了粉饰太平， 也不能为了吸引眼球，
必须解决实际问题。

不管赞成或者反对
金牌都在那里
陈 方

在那些 “奥运特刊” 的封面上， 一
定有一个位置是留给 “奥运金牌榜 ”
的。 但我想， 它的 “点缀意义” 一定大
于 “实际价值 ”： 真正享受奥运的人 ，
有谁会把目光落在 “金牌榜”， 而不是
那些封面上的人和事上？

伦敦奥运会开幕以来 ， “奥运金
牌” 到底该占什么样的位置， “奥运冠
军” 到底该被如何关注， 媒体一直争论
不休。 与往届奥运相比， 此次中国媒体
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尤为强烈。

女子举重运动员周俊失利了， 有媒
体说这是金牌战略的 “耻辱”； 吴景彪
没能夺冠面对镜头痛哭流涕， 媒体的反
思同样指向我们对金牌的痴迷和狂热；
羽毛球比赛 “打假球” 被处罚； 男子举
重冠军林清峰为比赛6年不见父母， 以
至观看比赛的父母压根不知道那是自己

儿子……这些林林总总的奥运故事， 无
论是悲是喜， 在一些媒体眼里， 都和奥
运金牌有关。

和媒体所呈现出来的对奥运金牌的

热切关注有所不同， 和身边观看奥运的
人聊天， 他们谈论更多的是哪一场比赛
更为精彩、 哪一个选手更让人揪心， 至
于金牌榜上中国名次的跌落起伏， 很少
有人提及。 小范围的聊天结论， 当然不
足以论证 “中国人到底关不关心奥运金
牌”， 但被媒体广为传播的一个结论是：
“时至今日， 在对待奥运金牌的问题上，
越来越多的国人早已认识到， 金牌只是
金牌而已， 它与国家实力、 爱国精神等
等附加价值的关系越来越淡， 中国在世
界上拥有怎样的地位， 也并不是奥运金
牌能够决定的。” 这些观念的转变， 一
方面归功于媒体 “喋喋不休” 的价值熏
陶， 另一方面也归功于国人自身的意识
觉醒。

既然如此， 我很好奇的是， 新一轮
的关于摒弃 “金牌至上 ” 、 “金牌崇
拜”、 “是否该为金牌喝彩” 等等争论，
到底是国人真正关心的， 还是一些媒体
在画地为牢、 自说自话？

“唯金牌论” 当然不对， 但关注奖
牌、 关心冠军选手有错吗？ 奥巴马不同
样 “祝贺菲尔普斯打破奥运有史以来奖
牌最多的记录”， 并在他的推特中写道：
“你令你的国家为你骄傲” 吗？ 8月1日，
奥巴马不也致电美国女子体操队的5名
队员， 祝贺她们摘金， 并对她们挑战地
心引力的壮举表示赞叹吗？

可以理解中国舆论场上那些 “反金
牌” 的人， 大抵是在反对体育的举国体
制。 这没有错， 但是， 赛场上的运动员
们并没有太大能量可以对抗举国体制，
他们只能在这种体制下， 靠着 “争金夺
银”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是体制的问
题， 而非运动员本身的价值观问题。 所
以， 如果过多质疑运动员心中的 “金牌
主义”， 对他们并不公平。

开放的社会里， 到底该以怎么样的
心态看奥运？ 我更欣赏资深体育评论员
曹竞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段话： “每一
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这是每个人
的自由。 运动员可以把金牌当成自己的
目标， 公众可以看淡金牌的意义， 媒体
可以选择正确的引导。 我们不能由过去
的唯金牌论， 到现在要求所有人放弃对
金牌的在意， 这是不可能的。”

前中国男篮国手姚明4日作客新华
社伦敦奥运会前方报道中心时谈道 ：
“每个人看比赛的目的都是不同的， 有
的人是期待公平竞赛， 有的人就是想看
自己的队伍取得好成绩。 我们不能说哪
一种就不对， 要能接纳别人有不同的观
点。”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对奥运的理解 ，
这才是一个开放社会应该有的态度 。
事实上 ， 中国民众对奥运的理解已经
走向多元和宽容 ， 他们对金牌的在乎
程度 ， 可能既不像媒体呈现出来的那
般 “冷淡 ” ， 也不像舆论所言的那般
“热切”。

带着受害者心态看奥运会很累
曹 林

关于伦敦奥运， 一条微博在网上很是
红火， 被转发和评论数十万次， 赢得无数
国人共鸣 。 标题叫 “伦敦 ， 中国很受
伤！”， 内容充满了悲愤： 为什么中国人不
可以破纪录， 不可以申诉 ！ 叶诗文破纪
录 ， 媒体专家声声刁难 ！ 乒乓球女单决
赛， 裁判乱罚， 丁宁痛失冠军！ 羽毛球女
双因赛制漏洞被禁赛， 悲愤道歉更要被赶
出奥运村！ 孙杨并列亚军， 国旗居然屈居
韩国之下！ 自行车金牌被取消， 申诉无门
反被罚款！

一个个惊叹号 ， 一个个 “很受伤 ”，
能感受到这条微博中强烈的受害者情绪，
无法回避， 不少国人都是带着这种情绪来
看奥运的———微博中充斥着这种愤怒的情

绪。 不得不说， 带着这种受害者情绪看奥
运， 会很累很累。

中国队员破纪录后遭遇无根据的质

疑， 确实不公， 最终的事实是对质疑者最
有力的回击———不过， 不要轻易站到民族
国家的位置上来看待这种质疑， 认为这样

的质疑是针对中国和中国人的。 其实， 这
样 “毫无根据的怀疑” 在赛场上很常见，
美国人被质疑过， 英国人被质疑过， 日本
人被质疑过。 这一点， 姚明的点评非常精
准： 可以理解美国人的心理。 如果在乒乓
球上面有人打败中国人的话， 我们也会产
生这种怀疑。

乒乓球女单决赛中， 丁宁遭遇裁判乱
罚———也大可不必认为裁判是针对中国

人， 两个中国人的决赛， 裁判即使想害中
国、 想黑中国人， 也没这本事。 仅仅是裁
判的水平太低罢了， 不必将裁判想像成伤
害中国的敌人。

至于羽毛球女双因让球而受惩罚， 显
然也不是针对中国 ， 韩国和印尼同受惩
罚———让球让到那种让人瞠目结舌的程

度， 受罚也是应该的， 护短是狭窄的。 至
于 “国旗居然屈居韩国之下”， 主办方也
已经解释， 只是工作人员的技术失误， 不
必上纲上线。 还有自行车金牌被取消后申
诉反被罚， 对规则有不同的理解， 这也是
奥运中常见的景象， 不必想像背后有一个
黑手专门针对中国人。

如果带着受害者的心态看奥运， 先入
为主地认为整个世界都在偏见中“迫害”中
国，那么，满眼都是“迫害”，什么事都能想
像成针对中国的阴谋。显然，这些都是臆想
出来的，凭什么要“迫害”中国和中国选手
呢？妒忌中国获得的金牌太多？眼红中国的
崛起？对中国人有种族歧视？习惯性地对中
国不友好？赛场上竞争不过中国就玩阴的？
这些都不符合事实。一个开放的世界，和平
时期的奥运赛场， 没有一个国家或几个国
家联合起来“迫害”另一个国家，没人迫害
中国，也迫害不了中国。

这种弥漫于中国网络中的受害者心

态， 源于一些国民心态的不成熟。
首先是对奥运缺乏平和的理解。 不得

不说， 冷战时那种 “体育是和平年代的战
争” 的赛场对抗思维， 在某些人心中根深
蒂固。 以战争而不是体育竞技的思维来看
待体育比赛， 看奥运的心态自然就被扭曲
了。 战争的规则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是
严格的敌我意识和鲜明的对立情绪———当

把外在的世界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敌人， 而
不是一场游戏的竞争对手时， 就很容易滋

生出强烈的受害者心态。 如果自身把金牌
看得太重， 将金牌视作参赛的一切， 为了
夺牌而不择手段， 为了求胜可以舍弃一
切， 自然也会以这样的阴暗思维看待外在
世界———一旦在赛场上遭遇失败， 就会将
影响 “我们” 争夺金牌的行为， 将这种挫
败看成是一种 “敌人对我方” 蓄意的迫害
和谋杀。

然后是一种惯有的弱国心态在作怪。
强者总会很自信， 弱者的想像中， 才会有
一种受迫害的妄想。 中国虽然已经崛起，
成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 ， 但一
些人似乎还跪着， 未能摆脱那种小国胸怀
和弱国心态 。 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屈辱
经历， 让有些国人一直不能理性平和地
看待西方世界 ， 要么表现得过于自卑 ，
总觉得低人一等抬不起来头来， 要么就
是盲目自大和过于自尊 ， 带着强烈的仇
外、 排外情绪———受害者心态， 就是这两
种情绪的复合物。 不仅对待奥运， 这些人
习惯以这种受害心态看待中国与外在世界

的任何交往。
此次奥运会在伦敦举行， 一些狭隘的

民族主义者自一开始就带着一种 “我们将
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世界迫害” 的敌意，
来看待伦敦奥运。 怀着这样的受害者情绪
观看奥运，不仅盲目排外，还把一切批评国
内选手不守规则的行为看成是不爱国。他
们带着狂热的悲情反问： 外国人这么对我
们，我们为什么还批评自己的队员？敌我界
限分明，这种盲目的护短情绪非常可怕。

必须正视的是， 即使伦敦奥运上个别
人对中国选手有所挑剔 ， 也是无法避免
的， 这就是体育。 中国要习惯在世界挑剔
的目光下成长， 这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
大国所必须经历的成长烦恼。 狭隘的民族
主义者带着那种愤怒的受害者情绪看奥

运 ， 在对立的想像中向 “外在世界的敌
人” 开战， 伤害的只能是自己。

北京奥运， 考验中国人的是如何做一
个东道主， 而北京奥运之后， 伦敦奥运，
考验着中国人如何做一个心态平和 、 心
理健康的观众 。 体育不是战争 ， 西方世
界不是敌人 ， 爱国不是护短， 批评不是
卖国， 成熟的大国国民， 应该明白这些基
本常识。

冰点时评

经济适用房取消后怎么办

志 灵

近日， 河南省建设厅表示， 该省将
逐步减少经济适用房建设数量， 到明年
年底全部取消经济适用房 。 主要原因
是， 经济适用房容易滋生腐败； 经济适
用房面积虽控制在90平方米以下， 但真
正需要住房的仍然买不起， 而买得起房
的 ， 又嫌房子面积太小 ； 资质审查很
难， 操作起来有难度。 同时， 该省取消
经济适用房后， 政府将大力发展廉租房
和公共租赁房 ， 并加强棚户区改造 。
（《河南商报》 8月3日）

在河南省宣布取消经济适用房之

前 ， 既有理论上的支持声音 ， 又有实
践中的 “参考范例”。 早在2009年， 经
济学家茅于轼就曾抨击过 ， “经济适
用房既无效益又没有公平 ， 效率低 、
不能创造财富 ， 一点好处都没有 ， 经
济适用房要赶紧停下来”。 基于类似理
由 ， 今年以来 ， 江西和广东两省均宣
布停建经济适用房 ， 将其保障对象纳
入公租房供应范畴 ， 建立以公共租赁
住房为主要保障方式的新型住房保障

制度。
如此取消经济适用房的理由， 很容

易被诟病为因噎废食。 但事实上， 这是
一种似是而非的论断 。 如果说经济适
用房分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 “因
噎 ” ， 那么取消经济适用房并非 “废
食”， 因为受经济适用房保障的对象 ，
其居住权还有廉租房或公租房的保障。
两者的区别只在于居住者对于所居住

的房屋 ， 享有的究竟是权能充分的所
有权 ， 还是仅能够满足居住需求的使
用权？

事实上， 正如有专家指出的， 对于
住房保障问题， 政府的责任是 “保障人
人有房住”， 而不是保障 “人人都有房
产证”。 从这个意义上讲， 取消经济适
用房的做法， 并非如持 “因噎废食” 论

调的批评者所想象的那样避重就轻。 更
何况 ， 如果我们不是极端的理想主义
者， 也会明白经济适用房的骗购顽疾，
以及身处夹心层市民 “两头不靠” 的尴
尬境地， 改变起来并非朝夕之功。 与其
理想化地维持现状， 不如脚踏实地地寻
求变通之道。

如此看来 ， 对于一些地方取消经
济适用房的做法 ， 既不应视其为洪水
猛兽 ， 更不能站在 “因噎废食 ” 的道
德制高点上 ， 将其一棍子打死 ， 关键
要看其 “替代品 ” 是否能更好地减少
腐败 ， 实现 “居有其所 ” 的效果 ， 而
这要从技术上解决很多现实问题 。 比
如 ， 廉租房或公租房的申请条件 ， 要
根据这种情况变化 ， 做出怎样的政策
调整 ， 才能真正将原本属于经济适用
房保障范围的市民全部纳入其中 ？ 经
济适用房分配过程中存在的资质审查

难题 ， 并不会自动消失 ， 这一难题如
何解决？

更进一步讲 ， 从商品房到经济适
用房再到廉租房或公租房 ， 政府的
“获利度” 在递减， 而 “责任度” 在递
增 。 取消经济适用房 ， 将廉租房或公
租房作为替代品 ， 意味着政府的公共
责任在加重而不是减轻。 这种情况下，
取消经济适用房究竟是一些地方政府

在自我加压还是以 “瞒天过海 ” 的方
式推卸责任 ， 就很值得怀疑 。 毕竟 ，
目前经济适用房存在的问题 ， 不仅是
申请者的骗购 ， 还有建设者的 “漫不
经心 ” ———投入不足 、 位置偏远 、 质
量堪忧等等。

因此， 取消经济适用房真的没什么
不可以， 关键的问题是取消之后的 “替
代效果”。 如果解决不了取消之后的这
一系列问题， 公众就很容易相信， 取消
经济适用房， 是政府以 “脏水和婴儿一
起倒掉 ” 的方式 ， 来变相推卸自身责
任。

“家属情绪不太稳定”
是可贵的矫正

秦淮川

8月3日凌晨 ,大秦铁路秦皇岛抚宁
县台营镇段发生火车撞人事故， 造成9
人死亡4人受伤。 当地一名村支书姜永
才 （音） 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目前死者
家属情绪不太稳定， 相关部门正在进行
安抚工作。 （《山东商报》 8月5日）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 每有公民遭遇
非正常死亡， 人们总能听到 “死者家属
情绪稳定” 的俗套说辞。 这样一个偷懒
而粗糙的文本， 让人窥见其间的冷血与
无情。 家人突然不幸身亡， 噩耗传来，
死者家属只会痛不欲生， 怎么可能情绪
稳定？ 死者家属情绪明明不稳定， 相关
部门却故意认为他们稳定， 这种强加的
稳定， 让人不寒而栗。

如今终于看到 “家属情绪不太稳
定” 的表达， 它更接近真相， 或者说就
是真相———这些遇难者本是去秦皇岛栽

花种树， 突然遭遇车祸撒手人寰， 将给
家属带来多大的打击？ 哀恸难消， 哪里
可能情绪稳定 ？ 因此 ， 村支书是诚实
的， 他的表达真实地勾勒了死者家属的
真实状况。

“家属情绪不太稳定” 的表达， 是
对死者的尊重 ， 也是对死者家属的慰
藉。 当然， 死者家属不只需要 “情绪不
太稳定” 的客观表达， 更需要实实在在
的安抚。 据悉， 相关部门正在做安抚工
作。 多一些细致入微的心理救济和赔偿
上的制度安排 ， 让死者安息 、 生者安
定， 死者家属的情绪才有可能从不太稳
定变得逐渐稳定。

“家属情绪不太稳定” 的表达， 是
一种进步。 从深层次上讲， 这是对维稳

观的一次理性认识。 应该剖析的是， 为
什么有一些官员总是热衷于表达 “死者
家属情绪稳定”？ 死者家属本来痛彻入
骨， 却被冠以情绪稳定， 这是相关部门
的一种策略， 其意有两点， 一是掩盖真
相 ， 二是制造假象 ， 以达到诿过的目
的， 一旦死者家属情绪不稳定， 就说明
当地相关部门工作没有做好。 而特意强
调死者家属情绪稳定， 则意在告诉上级
和公众 ， 已经成功维稳 ， 善后效果奇
佳， 你看， 连死者家属都情绪稳定了。

实际上， “死者家属情绪稳定” 的
背后， 不少家属情绪极不稳定， 为了让
他们 “被稳定”， 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手
段， 比如人盯人， 不让他们接受记者采
访； 比如威逼利诱， 如果不接受政府的
善后协议， 就少给赔偿金……如今， 承
认死者家属情绪不稳定， 是一种矫正，
既是尊重事实， 也是对维稳观的一次刷
新， 正所谓维权才能维稳， 这就需要相
关部门尊重死者家属的合法权益。

留心一下， 不独 “死者家属情绪稳
定 ” 备受诟病 ， 类似的 “不明真相 ”、
“别有用心” 等粗鄙化表达， 也备受质
疑。 新华时评曾认为， 当群体性事件发
生时， 轻易地称成百上千的群众为 “不
明真相”， 是传统思维模式在作祟。 借
口群体性事件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挑

起 ， 可以掩盖自己工作失误或试图减
轻自己应负的责任 。 因此 ， “死者家
属情绪稳定 ” 应退出历史舞台 ， “不
明真相”、 “别有用心” 等粗鄙化表达
也应该少用或不用 。 当然 ， 最关键的
是 ， 相关部门应该矫正管理思路 ， 摈
弃一出事就想掩盖真相和推卸责任的

逻辑。

刘翔何苦为难自己
姜伯静

最近， 关于刘翔伤势的问题又成了伦
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焦点。

一方面， 中国奥运代表团副团长、 国
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段世杰透露： “刘翔以
往比赛出现了一些好成绩， 但是 （那些比
赛） 都是 ‘一枪’。 ‘一枪’ 刘翔没有问
题。 现在奥运会是 ‘三枪’， ‘三枪’ 比
赛随着比赛递次深入， 对于他的伤势刺激
很大。” 他表示： “我们希望刘翔能够勇
敢面对， 但是他的伤病在很关键的部位，
（奥运会结果） 很难预料。 （中新网8月5
日）

另一方面 ， 央视专职田径记者冬日
那在央视的直播节目中透露刘翔教练孙

海平的话： “刘翔最近的训练强度达到

了一个非常高的峰值 ， 脚部动过手术的
地方有点反应 ， 是正常的 。” 她还表示 ：
“有些人说 ‘刘翔再伤’ 纯属造谣， 就好
比你吃撑了 ， 肚子有点难受 ， 那也不能
说你肠胃有大毛病吧？” （《武汉晨报》 8
月5日）

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态让人困惑不已：
“刘翔到底怎么样了 ？” 据我猜测 ， 刘翔
的状况无非是这几种： “一， 安然无恙，
一切都是八卦 ； 二 ， 有小伤 ， 但无碍大
局； 三 ， 确实有很关键部位的伤痛 ， 现
在是勉强支持。” 其实不管是哪种情况 ，
刘翔和我们都大可以坦然面对 。 能跑就
跑 ， 不能跑就不要去跑 ， 何苦自己为难
自己呢？

上次在北京， 刘翔的退赛给无数国人
留下了遗憾。 人们希望刘翔弥补缺憾的愿

望是强烈的， 想必刘翔实现自己抱负的愿
望也非常强烈。 但问题是， 奥运会不是斗
气逞强的地方， 也不是欺骗观众的舞台。
如果真的受伤严重， 勉强参赛是违背奥运
精神的； 你如果真的不能参赛， 非得在发
令枪响起那一刹那再让大家知道， 再退出
比赛， 那也违背了奥运道德。 不管是哪一
种情况， 只要发生在刘翔身上， 都会让喜
欢他的人们失望至极。 因为我们希望看到
一个真实的刘翔， 一个洋溢着奥林匹克精
神的刘翔。

所以， 我希望刘翔能够将自己真实的
情况告诉大家， 告诉喜欢他的体育迷。 如
果参赛了， 没有取得好成绩， 相信大家都
会理解， 可假如为了某些利益非得在发令
枪响的那一刹那宣布退赛的话， 那就伤害
了无数善良的关注者。

诚 意
相亲时问对方是

否有车、 有房， 薪资
多少， 似乎已经成为
常 规 流 程 。 近 来 ，
80后武汉女孩刘娟
就因为相亲时没有问

男方的车和房， 遭遇
了男方无厘头的 “诚
意” 怀疑。 （荆楚网
8月6日）

漫画： 徐 简

62%的复兴指数，怎么得出的？
禾 刀

此间专家完成的一项测算结果显示，
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 已完
成了62%的复兴任务。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
代化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
研究中心8月3日在北京联合主办第10期中
国现代化研究论坛，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

宜勇， 在论坛上做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监测》 报告
时透露了上述信息。 （《南方日报》 8月5
日）

0.6274， 如此精确的数据， 足见指数

出品方之 “严肃认真”， 似乎也不容置辩，
不能不信。 顺着这个复兴指数看去， 2005
年民族复兴指数为0.4644， 即已完成46%
的复兴任务 ； 2010年民族复兴指数为
0.6274。 依此类推， 完成民族复兴大业指
日可待。 只是有所不知， 这个复兴指数参
照的标准为何？

复兴指数重点包括的 “五个方面 ”，
细细嚼来， 总感觉与综合国力有着太多的
重叠， 稍有不同的是， 复兴指数以所谓的
“加权” 方式， 给这些数据戴上了另一个
极富民族感情 、 吸人眼球的艳丽头套 。
也许有人认为这样改头换面的指数 ， 可
以有效提振国人信心 ， 激发国人的荣誉

感自豪感 。 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 30多
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
综合国力正在不断提升 ， 这些瞩目成就
的取得， 是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的结果。
如果寄望于制造一堆炫目的数据吸人眼

球， 提振公众信心 ， 这只能说一些人对
数据的膜拜 ， 令人瞠目结舌 。 一个事实
不容质疑 ， 那便是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
成就， 靠的是脚踏实地 ， 绝非在数据包
装上挖空心思。

应该反思的是： 复兴指数的概念， 到
底是基于对社会发展科学分析的合理结

论， 还是铭刻着一个时代对数字迷恋的深
深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