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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视角来看，各国现代化的过程都遇到贫富

差距扩大的问题。改革开放 !" 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增

长，但同时也出现了社会贫富分化的趋势。如何缩小

贫富差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与其他发展中国

家相比，我们应对这个挑战既有比他们有利的地方，

也有比他们不利的地方。我们有利的地方主要是：

第一，中国通过 !" 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综合实

力和财政收入增长很快。 #""$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

总值超过了 #" 万亿元，约为印度的两倍。财政收入达

近 % 万亿元，中央和地方监管的国有资产超过 #" 万

亿元，外汇储备达到 &%""" 亿美元，城乡居民储蓄超

过 &$ 万亿元。这与 !" 年前国内生产总值仅 !$"" 亿

元，财政收入仅约 &&!# 亿元，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现在回想起来，邓小平当年反复强调要 “加强中国社

会主义的综合国力”，这确实是很有远见的，也就是

说，即使我们出现了贫富不均的现象，只要我们的社

会主义综合国力强盛，我们就有能力来逐步解决这些

问题。

我们现在正在建立全民的社保体系，使全体国民

在基本生活、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

的保证，免除国民对生存与疾病的恐惧。&’(’ 年以前

的社会保障只是城镇为主的保障，现在是面向全体国

民的保障。我去年访问了古巴，感觉其经济状况异常

艰难，但古巴还是实现了全民最低社保。我相信以中

国今天的财力，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在观念上也有了突破：过去往往把保障体系

看作是一种负担，现在知道这个资金发放下去，会较

快地转化为消费，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而且

更重要的是全民社保体现了一种社会公平和正义，让

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

稳定性和凝聚力。在一个 &! 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全体

国民的基本社保，使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免除生存与

疾病的恐惧，这将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对整个人

类进步的一个巨大贡献。

第二、我们基本没有种族、宗教等问题的困扰。在

印度、非洲和拉美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里，贫富差距往

往和这些问题掺杂在一起。印度最穷的是贱民，印度

的上层往往是婆罗门，他们对贱民非常冷漠，不与贱

民握手，不与贱民喝一口井的水，有的甚至把看到贱

民的身影当作是一天的晦气。这也是为什么印度扶贫

工作远远落后于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前南斯拉夫解

体的原因之一也是民族差异和经济差距。富裕的斯洛

文尼亚人质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钱交给中央财政，再

转给贫穷的科索沃人。“那边的人和我们有什么关

系？”他们会理直气壮地问这样的问题。我们虽然也有

地方主义的问题，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要比大部分发

展中国家强得多。

第三、我们政府的资源整合能力、决策能力、办事

总体效率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方说，全国取消

农业税，几乎立竿见影，说到做到。在其他国家，这样

的事可能扯皮十年还完成不了。近年采取的一系列提

高农民收入的优惠措施，很快就导致深圳和上海等地

农民工一时的短缺。

此外，从处理贫富差距问题的技术角度来看，我

们贫富最大差距主要是沿海城市与边远农村的差

别。而在巴西、墨西哥这样的国家，百分之七十的居民

从国际视角看缩小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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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住在城市了（很大比例住在贫民窟）。在巴西里约

热内卢、在墨西哥城，你开车从富人区到几十万人居

住的贫民窟就是半小时之内的车程，这也是为什么这

些城市恶性犯罪率极高的主要原因（巴西人自己称之

为“城市战争”，每年约 ! 万人死于枪杀）。我们最大的

贫富差别主要是沿海城市以及省会城市与边远的山

区。这种空间距离，使我们获得了某种解决贫富差距

时间差。

但是在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挑战方面，我们也有

一些比其他国家困难的地方：

首先是中国正处在自己的工业革命时期，社会急

剧转型，贫富差距扩大速度较快。新旧制度交替之际，

总有很多制度漏洞，引起腐败、社会不公和人们的不

满。过渡时期，各种不确定因素较多，又容易造成人的

焦虑，这种焦虑又会导致更多的不满，特别对贫富差

距扩大等问题，甚至诱发社会危机。

欧洲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也是贫富差距迅速

扩大和各种社会问题迅速滋生的时候。当时的贫富差

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令人发指。英国作家狄更斯在

他的名著《双城记》里曾这样描述：一位侯爵的马车压

死了一个小孩，他大声训斥孩子他爹：你为什么不管

好你的孩子，你可知道这会伤害我的马么？孩子他爹

冲上去要与侯爵拼命，路边小酒店的老板赶紧拉住

他，劝说道：穷孩子这样死掉，比活着好。一下子就死

了，不再受苦了，如果他活着的话，能有一时的快活

吗？侯爵点点头，然后掏出一个金币往车外一扔。你还

可以阅读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 《高老头》、雨果的 《悲

惨世界》、左拉的 《萌芽》、美国作家德莱赛的 《嘉莉妹

妹》，你就知道工业革命时候的英国、法国和美国有多

少不公，多少罪恶，多少牺牲。现在国内不少人谈北欧

模式，中国能够今天就达到北欧的水平固然好，但这

确实不现实，这还需要我们很多年的不懈奋斗，而且

丹麦这样的国家也经历过自己 《卖火柴的小女孩》的

阶段。

与今天的中国相比，当时的西方国家可以易如反

掌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如英国可以把罪犯“出口”

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异教徒“出

口”到美洲，英国还能自己制订世界政治和经济几乎

所有的“游戏规则”，其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

倍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上千万奴隶和无数华工“苦力”

当时都是合法的。而中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国土上，

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

题。英国"#世纪工业革命时，其本土人口只有"千多万

人，少于今天的上海；法国"$世纪工业革命时，人口也

只有%千多万，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亿人口的大

国，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行这样一场工业革命和

社会革命，在自己境内消化所有的问题，没有向外扩

张，而是给大部分国人和大部分国家都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利益，这就是中国奇迹。现在的国际竞争的条件

是多么苛刻：游戏规则是人家制订的，你出口一个苹

果到欧洲，都需通过人家制定的几十种技术指标的检

查，其中很多指标纯属贸易保护主义。而中国人正是

在这个极为不公正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硬是靠自

己的智慧、苦干、奋斗乃至牺牲，闯出了一条自己的道

路，开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广阔前景，当然也为此

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大家如能从这么一个历史的大视

角来看待中国今天的进步及其伴随的问题，目光可能

会更深远些，心态可能会更平和些。

历史上的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但

这些问题最终大都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不妨碍工业革

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工业革命前欧

洲国家人均寿命不到 &’ 岁，以后就逐步增高，直至现

在的近 #’ 岁。但是回想起来，当初这些国家如果因为

各种社会问题，过不了工业革命这个坎，他们就不可

能达到今天发达国家的地位。中国现在就在过这个

坎，不过就会功亏一篑。回想一下，邓小平当年反复

讲：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是因为他预料到了在

中国走向富强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邓小平认为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克服这些困

难、一定要过这个坎，只有这样，中国才有伟大的未

来。这是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国际视野，历史会证

明邓小平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第二、我们文化中有一种超强的 “不患寡而患不

均”的传统。我们经历过无数次以平等为宗旨的社会

革命和政治运动，我们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明显小于

许多国家。比方说，印度的贱民是一个一亿六千万人

的贫困阶层，但他们大部分非常认命，穷就是因为自

己上几辈子积德不够，社会反抗和革命动力不强。而

中国人的平等意识比较强，这总体上是积极的，体现

了人的尊严，比没有经过社会革命的印度真是好很

多。但对于一个正在经历迅速转型的国家，这种平等

观也可能带来某些困惑，因为社会变革总会带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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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一个习惯平等的社会往往更容易产生不满、牢

骚甚至抗争。有些不满很有道理，反映出来的问题合

情合理，需要好好地解决，有些不满则包含了妒忌和

泄愤等非理性的成份。

第三、这种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又导致我

们中国人在不少方面的要求明显高于一般发展中国

家的国民，甚至高于发达国家的国民。在印度，哪怕你

是个饭店的跑堂，住在贫民窟，但只要会说几句英文，

自我感觉就属于中产阶级了。而中国，经常光顾星巴

克的白领也常否认自己属于中产阶级，据说要有两处

房产才算。我们现在年轻人结婚，房子成了结婚的“起

步价”，网上在线调查的问题是“你会和一个没有房子

的男友结婚吗？”这个在中国看似很自然的问题，实际

上可算是世界上最高的物质要求之一了。瑞士和法国

都属于世界上高度发达的国家，但瑞士自己拥有房产

的人去年才达到总人口的 !"# ，法国高些，达到

$$# ，都大大低于中国，但满意度最差的是中国。瑞士

大部分人租房，法国也有大量的人租房，年轻人结婚

绝大多数都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一辈子没有买房子

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中一些是由于种种原因不想买

房子，如不愿意背上债务、崇尚自由迁徙等，但也有很

多人，确实是资金不够，置业对很多人而言仍然是一

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中国住房问题的最终解决，恐

怕也得靠住房的梯级消费，在加强廉租房建设的同

时，尽快建立完善的租房制度和措施，这方面国际社

会有很多成熟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先租房，待有了

一定的积累之后，再买房，这是大多数国家民众的做

法。

总之，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解决贫富差距有难

处，也有易处，但总体上还是易处多于难处，所以我们

可以树立信心，把这个问题逐步解决好。我们应该在

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发展的同时，尽快建成国民社保

体系，使得全体国民消除对生存与疾病的恐惧。我们

要尽最大努力去建设一个机会公平的法制社会，通过

渐进而深入的政治改革和体制创新来遏制腐败，使所

有人尽可能获得比较平等的发展空间。我们要通过教

育，使更多的人能以一种比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历史

眼光来看待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并形成一种同舟共

济、健康向上的国民心态。我们还要通过教育，培养人

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的习惯，包括富人和穷

人之间的理解和尊重。这不只是指亿万富翁和贫民百

姓之间，而是指我们社会上的所有人，这是一个人权

的概念，只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就要互相尊重，并从

互相尊重中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做人的尊严。我们应

该通过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个为民族复兴做出贡献

和牺牲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工、下岗工人和其他弱势

群体，并通过各种手段，使他们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

的成果。在大变革的社会里生活不易，互相尊重，互相

理解，互相帮助，可以化解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

的心态也会更平和，生活也会更温馨。

我们还要提倡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对一个人、对

一个国家都很重要。在外部环境暂时还不甚理想的时

候，我们更要提倡这种精神。外国人对海外华人的印

象有褒有贬，但几乎都同意这一点：华人具有罕见的

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

不管外部条件如何不公正，华人一般都能通过发奋图

强，站稳脚跟，最终成为社会上比较成功的阶层。以印

度尼西亚为例，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印尼的华人蒙受

过多少歧视、欺辱、甚至杀戮，如果连 %&"$ 年大规模

排华骚乱也算进去的话，华人因各种排华骚乱而致死

的人数估计至少有几十万（也有估计超过百万），但不

屈不挠的华人还是通过自己的顽强奋斗，干了出来。

华人虽然只占整个印尼人口的百分之二左右，却掌控

着印尼经济的半壁江山。我认识一些印尼华侨，听过

他们抱怨，看过他们流泪，但他们都有一股永不服输

的韧劲，制度越不公平，他们越要干出个样子让世人

看看。今天的中国社会不管存在多少问题，包括社会

不公的种种现象，但总体的大环境在不断地改善，自

我实现的机会很多，中产阶级的阵容迅速壮大，这对

中国的长治久安极为重要。中国整体的发展环境比印

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不知好多少倍。我们必须发扬中

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其消极等待外部条件的改

善，不如先改变自己的心态，奋斗进取，在任何情况

下，都不轻言放弃，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中国人的希

望在此，我们民族复兴的希望也在此。对个人来说，只

要你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打败你。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

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碍我们民族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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