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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社会确实病了。
    从老人倒地不敢扶到亲兄妹为争夺财产反目成仇对簿公堂；从假酒、地沟油、瘦肉精到染色馒头、
牛肉膏；从“拼爹”现象到“仇富”、“仇官”心态蔓延；从黑砖窑案、黑煤矿案到福建南平杀童案
和北京大兴灭门案⋯⋯    中国社会不仅病了，而且病得很重。
2012年全国“两会”前夕，新华网、人民网等门户网站调查发现，在众多热点中，民众最关注的“五
大问题”领域分别是社会道德建设、食品安全监管、缩小贫富差距、房产市场调控和加强反腐倡廉。
这些问题映射出中国社会在公正、公平等基本社会伦理原则的失守，以及民众对最基本生存与安全的
焦虑，都是关乎民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
    由此，要医治好中国社会病，最急迫的是要解决好民生问题。
因为一旦民生出问题，民众就会失去恻隐、廉耻之心，失去对生命、正义、善良、人性的基本敬畏和
判断，从而制造出更多的冷漠和人间悲剧。
    从历史角度看，“民生”一词，最早出现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即“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民生，即百姓的基本生计。
    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民生问题一直与国家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尚书?五子之歌》中所说的，它构成了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而《管
子?霸业》指出“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孟子?尽天下》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等议论，亦客观反映了古代先贤对民生问题的重视。
    然而，在中国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民生问题却很少受到过执政者真正重视。
相反，官本位的文化却积淀深厚，民不聊生倒似乎成为一种常态。
     20 世纪20年代，孙中山为“民生”注入了更新的内涵，并将之上升至“主义”、国家大政方针以及
历史观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把民生问题不但概括为百姓的衣、食、住、行四要素，而且还对民生问题有这样的经典阐述：“民
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
”自此，“民生”一词开始闪烁出人本思想的光辉，蕴涵着厚重的人文关怀和大众情怀。
    中国的民生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极大改善，并在改革发展中不断发展，且由单纯的物质生
活转向全面化。
如今，民生含义非常广泛。
从社会发展来看，民生问题已由低到高，呈现出一种递进状态。
    首先，民众基本生存层面上的民生问题，具体包括社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状况、基础性的社会保
障、义务教育、基础性的公共卫生、基础性的住房保障等。
    其次，民众基本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层面上的民生问题，具体包括充分就业、基本的职业培训、消
除歧视问题、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渠道，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权益保护问题（比如劳动权、财产权、
社会事务参与权）等。
    再次，民众基本生存线以上的社会福利层面上的民生问题，主要包括民众能够享受到较高层面的社
会福利。
比如公立高等院校的学生得到免费教育；住房公积金普及到每一位劳动者；社会成员的权利得到全面
保护等。
    在中国，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已日益深入人心，而以人为本必须关注民生，只有关注民生才能重视
民生，只有重视民生并解决好民生问题，一个政府才能得到民众认可和拥护，才具有其真正的执政合
法性。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阐述了一系列关乎国计民生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其中，关于民生问题，占据了大量篇幅，提出了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内的一些新的提法和观点，
奏响了“民生改善”的时代最强音。
    可见，民生问题在当今执政者眼中，已不单纯是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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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民生意味着一切！
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凝聚人心。
只要民众吃得安全一点，房价下降一点，学费少收一点，民众不再为看病难、看病贵犯愁，“中国梦
”也会离现实更近一步。
    中国社会各类民生问题虽有一些共同的病因，但也有所差异，把脉中国社会病，还须深入调查分析
，找准病根再下药。
这部书选编的36篇作品均是我近几年在民生领域所作的深度社会调查成果，大部分是在《瞭望》、《
半月谈》、《环球》上发表的作品，而极少数篇目还未曾面世。
汇集成册，旨在把各类民生问题集中在一起，为读者提供“把脉”中国社会病之便利。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发表过的作品，选编入书时，基本忠于原文，仅在细节方面进行了适当删除和
修改，或补充了一些最新信息。
虽然本书的作品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社会民生全貌，但作为一名职业记者，我会在未来为此作出不懈
努力。
这是职责所在，也是良心所系。
    此书出版，首先得感谢胡仙芝、齐善鸿两位我敬重的知名学者拨冗作序。
其次，感谢我的所有采访对象，是他们为这部书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再次，感谢华夏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感谢大众华文（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李赫先生，他们为本
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同时，感谢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编委会执行主任、执行总编辑胡俊凯先生，感谢新华社福建分
社社长汤华先生，感谢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总经理周江先生、副总经理白雪峰先生，以及新生代市场
监测机构副总经理肖明超先生，他们在此书的成稿过程中，给予了我许多支持和鼓励，在此一并致谢
。
    此书出版，我期待有更多善意的批评和指正。
    李松    2013年1月2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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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社会病》讲述仇恨情绪从何而来，公平正义为何缺失，边缘生存缘何日益艰难，人民权益的“
黑洞”何时填补，承诺的幸福还有多远？
全世界的人都在看。
社会不能抛弃人民独自进步，也无法撇下人民实现进步，如果选择“看不见”仇恨的情绪、不公正的
现象、边缘群体的艰难存在、人民权益的遭践踏，中国之社会病必将越来越深重。
鉴于此，李松用他犀利的笔、忧虑的心、前瞻的思考、独立的“新闻眼”写下他“看见”“窥见”“
洞见”的社会之丑、社会之病，供人们深思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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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松，云南蒙自人，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会员、云南省诗词学会会员。
2001年2月进入新华社工作，先后为内参编辑、新华网北京频道总监，现为《嘹望》新闻周刊记者，以
调查性深度报道见长。
2005年以来，曾在《瞭望》《半月谈》《人民日报》《环球》发表作品数百篇，多数被《文摘报》《
作家文摘》《中国剪报》《联合早报》《国际时报》等海内外报刊转载，多篇入选中央党校培训教材
。
其作品曾获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新华社优秀新闻作品奖”，多篇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社
会影响，其中2005年7月25日刊发于《嘹望》的《驻京办：地方“第二行政中心”？
》一文，首次详细披露“驻京办”内幕，多位中央领导作了重要批示，从此引发中国社会对“驻京办
”问题持续的高度关注。
作为一名调查型记者，他长期执着于社会公共利益与民生研究，其报道将感性与理性有机融合，专抓
重大社会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典型而深刻。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社会病>>

书籍目录

开篇／不能让仇恨成为“社会病” 第一篇／公平正义：比太阳有光辉 拿什么来终结高速公路暴利收
费 出租车司机干吗这么拼命 当数字版权遭遇肆意侵犯 谁动了作者的转载稿费 “顺风车”的法律风险 
民间公益之惑 富人为什么要移民 非法行医直戳医疗体制痛点 成人文化的中国现状 第二篇／边缘生存
：隐秘的群体 “拆迁富翁”的未来隐忧 “摩尔狂潮”下的农民失地之痛 新闻线人：媒体大战中的隐
形人 单身女眭“非婚生育”惹了谁 “网络打手”的江湖生存 揭秘“私人侦探”从业内幕 谁让孩子成
了特“困”生 “网络钓鱼”肆虐谁之过 都市“异性合租”灰幕 第三篇／幸福快乐：期待来敲门 “幸
福社区”：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不该发生的“记忆危机” 你靠什么养老 你的房子抗得住地震吗 民生
难题考验“十二五”愿景 诚信问题让中国人很纠结 “带薪休假”为何没有底气 谁偷走了我们的幸福 
“自媒体”引领中国公民社会 第四篇／民生权益：看不见的“黑洞” 北京暴雨追问城市应急能力 大
灾难时，你如何回家 探访大城市应急避难场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说着玩的 政务中心离“阳
光”有多远 底层向上流动机会缘何减少 官方民调：钢丝绳上的舞蹈 社会组织生存状况调查 尾篇／加
大“社会心态"调适力度 附录／李松民生对话录 《深圳特区报》专访李松：“阳光”照不到的隐性权
力 《中国商报》专访李松：我们的诚信出了什么问题 本书文章原发刊物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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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热心的“好人” 2008年3月，南京彭宇案最终以和解撤诉结案，但其“依合理想象判决”的
结果，致使更多人害怕担责而不敢搀扶在路上摔倒的老人。
2011年8月，天津许云鹤案的判决，再次加剧了公众的这种道德困境。
 两件代表性事件发生的中间，2011年3月5日，中国的“学雷锋纪念日”，中国好人网设立了“搀扶老
人风险基金”。
“不管是谁，见到有老人摔倒就大胆去搀扶，因搀扶引起打官司，我们的律师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如果败诉了，基金会给予好心人经济赔偿。
”网站创办人、总编辑谈方说。
 按一般标准，中国好人网负责人只是谈方的业余身份。
在体制内，他是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副主任、教授。
 对于创办中国好人网的初衷，谈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最初的想法，仅是为自己大学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的需要。
” 从2008年5月19日创办中国好人网以来，除了教书，谈方的身心几乎全投入到公益事业中。
 “我决定通过网站向社会彰显一个理念：凡是帮助过别人、有益于社会的人，都应受到社会尊重。
以此呼唤社会对好人的关爱，共同弘扬‘好人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谈方说。
 秉持此念，中国好人网设立“搀扶老人风险基金”，谈方带头捐出第一笔款2万元。
截至2011年9月，已收到20万元捐款，并有60多位律师维权志愿者成为网站公益律师。
 为做到善款财务状况公开、透明，中国好人网正在开发一种类似快递追踪的全透明的捐赠全程跟踪信
息平台，只要谁捐了一笔钱，输入账号，在中国好人网上就可以实时查到这笔钱什么时候去了哪里，
每个环节，都可以一一要求核实。
 “彻底公开、透明是公益慈善事业的生命线和建立公信力的关键。
”谈方说，“只要全透明，谁也造不了假，造假了也很容易被及时发现。
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凭身份证号码到中国好人网审查我们的财务票据、基金流向。
” 谈方介绍，中国好人网把基金分为通用、专项和指定3类。
其中，专项是用在某类事情；指定是专用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件具体的事，其他则是通用基金，并承诺
不从专项和指定基金里提取管理费，基金使用由集体研究决定。
任何捐款人都可以在捐款到账当天从中国好人网上看到捐款信息。
 自创立至2011年11月18日，“搀扶老人风险基金”共介入8个案例，有些是主动求助，有些是谈方及其
团队看到媒体报道，主动去给予支援。
 网站有专人负责这一工作，尽可能地收集媒体信息，通过对比判定真伪。
然后，把选定的帮助对象送交公益律师团，因为律师取证更方便，可以查阅一般人无法看到的卷宗档
案。
律师研究后会给出建议，包括是否要介入、应该怎样介入、何时介入比较好。
最终，基金管理小组通过集体决定，确定是否介入，以及介入方式。
 一旦确定帮助对象，该基金将为求助者提供“一条龙”式的服务。
基金的公益律师团可以帮求助者打官司，一旦败诉，基金将为受助者承担部分甚至全部的赔偿金，此
外，还会对求助者进行心理干预。
 “目前我们在四处打听南京彭宇的下落，打算对他搀扶老人的行为奖励2万元，而且小悦悦事件后，
北美华人在中国好人网设立了‘海外华人爱心基金’，准备将要募集的10万美元以内的善款奖励给彭
宇，10万美元以上的部分交给中国好人网救助国内其他见义勇为者。
我们的目的是把彭宇这个现在是好人没好报的典型，变成好人终究有好报的典型。
我们还要对天津许云鹤搀扶老人的行为奖励1万元，并为他准备好了10万多元的赔偿金”。
谈方说。
 谈方还透露，中国好人网打算在近期推出一个项目，在全国寻找因搀扶老人而陷入风险的好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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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将选择8名至10名，每人奖励几千元到1万元，主要根据其所陷的风险和家庭困难情况发放。
谈方表示，钱只是一种慰问形式，更主要的是鼓励和宣传这些好人的事迹。
 目前，像中国好人网这样活跃的民间公益网不少。
其中影响比较大的，还有中国报恩网、宝贝回家寻子网、沈浩寻人网等。
内容涉及扶贫、助学、找人、医疗救助、司法援助等多方面，很多是通过发布急需救助者的求助信息
、呼吁爱心人士或爱心企业进行救助来进行公益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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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历史与经验告诉我们：对社会发展未来的预测，基于人们对当前“社会状况”细节的认知与解读之中
。
李松的《中国社会病》，以一个资深记者深度观察的眼光，对中国社会现状进行了剖析，值得一读。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竹立家李松的《中国社会病》通过对中国各领域的民生现
状进行了大量深度调查和分析，最终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服务于百姓的生
存与发展，只有这样，才有立身之基。
—中国政法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杨帆李松的《中国社会病》选题范围突破了官民对立语境
下的传统的“民生”概念，把官员和公务员的身份也认定为“民”，从中可以看到所包含的时代超越
，这体现了公民社会“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的追求。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李松的《中国社会病》是奉献给有社会
责任感的人们的一部人生启示录，也是给那些执迷不悟的人的一部警世录，同时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个
特定的发展阶段的一部现实教科书。
—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齐善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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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社会病》指出没有幸福民生，就没有中国的进步，所有的曝光和拷问都是为了唤回公平和正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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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历史与经验告诉我们：对社会发展未来的预测，基于人们对当前“社会状况”细节的认知与解读。
李松的《中国社会病》，以一个资深记者深度观察的眼光，对中国社会现状进行了剖析，值得一读。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竹立家 李松的《中国社会病》通过对中国各领域的民
生现状进行大量深度调查和分析，最终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服务于百姓的
生存与发展，只有这样，才有立身之基。
 ——中国政法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杨帆 李松的《中国社会病》选题范围突破了官民对立
语境下的传统的“民生”概念，把官员和公务员的身份也认定为“民”，从中可以看到所包含的时代
超越，这体现了公民社会“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的追求。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 李松的《中国社会病》是奉献给有
社会责任感的人们的一部启示录，也是给那些执迷不悟的人的一部警世录，同时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个
特定的发展阶段的一部现实教科书。
 ——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齐善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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