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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不公加剧了危机程度

世界经济自2001年到2007年经历了一轮强增长周期，随后的金融危机不但使本

轮增长在高峰戛然而止，还将主要发达经济体抛入了衰退的漩涡，至今仍步履维艰。

整体经济数据通常难以让人直观体会危机的影响，但是各国老百姓的工资单，也

许是普通人可以最直观感受世界经济健康状况的体温计。

近日，国际劳工组织（ILO）就公布了一份名为《2010／11全球工资报告》的调查报

告，“晒”出金融危机以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工薪阶层的收入变化状况。

奖级

特别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六省市中奖注数（注）

0
206
12569

安徽中奖注数（注）

0
44

1527

每注金额（元）

0
3138
10

六省市投注总额：1722716元，安徽投注总额：209228元
奖池奖金：1058268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0
23
387

每注奖额（元）
0

100
10

各等奖奖金总额（元）
0

2300
3870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2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1016期

中奖号码：04、10、18、22、25

本期投注总额：24180元 本省投注总额：19017元

彩票开奖台

全国投注总额：292948810元 本省投注总额：9634054元
奖池奖金：192931056元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1007期

中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1、09、17、24、26、31 蓝球05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注）

6
96
810

41380
860402
5199506

安徽中奖注数（注）

1
1
30
1355
28326
163245

每注奖金（元）

8274578
306991
3000
200
10
5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11015期中奖号码：717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2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1015期中奖号码：01、10、12、20、24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玩法开奖公告第2011015期

中奖号码：04、05、06、09、10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1015期中奖号码：809

中国福利彩票“东方6+1”玩法

第2011007期 中奖号码：基本号码172151生肖码：马

全国联网电脑体彩“超级大乐透”

第11007期

中奖号码：14、24、32、33、35+02、09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11015期中奖号码：71738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22选5开奖公告

第2011015期 中奖号码：06、11、17、19、22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22选5开奖公告
第 11016期

中奖号码：10、14、15、16、18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注）

47
4565
72506

每注奖金（元）

9673
50
5

本省中奖注数（注）
0
232
4663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1016期
中奖号码：777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58855224元；本省投注总额:1161002元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11016期 中奖号码：816

奖级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注）

3821

0

8943

每注奖金（元）

1000
320

160

本省中奖注数（注）

58

0

205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
10
193

2639
32338

403016

每注奖金（元）
5000000
46781
1800
300
20
5

本省中奖注数（注）
0
0

12
108

1549
20612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7星彩”
第1100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结果：3498553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17304226元 本省投注总额 829034元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1016期

中奖号码：01、06、10、11、12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30626356元 本省投注总额 808166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 30626356元 本省投注总额 808166元

奖级

直选

全国中奖注数（注）

26
每注奖金（元）

100000
本省中奖注数（注）

2

奖级

单选

组选六

全国中奖注数（注）

46254
0

每注奖金（元）

1000
160

本省中奖注数（注）
635
0

全国中奖注数（注）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11016期 中奖号码：81608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2133512元 本省投注总额 148776元

据《参考消息》报道 英国《卫报》1月12

日文章，原题：“欠中国时代”来临。

中国领导人刚刚结束为期9天的欧洲

商购之旅。从葡萄酒、橄榄油到梅赛德斯

汽车，中国与德国、西班牙和英国等国签署

了价值200多亿英镑的大单。随着中国外

汇储备增长额在去年第四季度达创纪录的

1990亿美元，其外汇储备已累计高达2.85

万亿美元，此类海外商购活动必将规模越

来越大且愈发频繁。

利用生产世界其他国家都乐于购买的

廉价商品累积的巨额外汇储备，中国在全

世界范围内收购外国资产、债务和公司行

为并不足为奇。但由于中国经济庞然大物

令任何其他经济体相形见绌，这些外汇储

备的增速使中国能更加牢固地控制全球商

业、金融，并进而扩展到政治领域。

英国渣打银行全球研究首席经济学

家里昂表示，“如果过去10年是以‘中国制

造’为特征，下个10年将变为‘欠中国’为

特征。”

中国的外国东家身份始于10年前购买

美国国债。过去10年，中国拥有的美国国

债从595亿美元上升至去年10月的9068亿

美元，分别占美国政府未偿债务和中国外

汇储备的21%和三分之一以上。2008年，

中国将触角延伸至美国的金融领域，去年

又开始考虑投资欧洲国家的国债市场。中

国已公开承诺购买希腊、葡萄牙的债务，并

且今年将继续购入西班牙国债，以寻求实

现资产多样化。

“最近1年半以来，中国已进入一个崭

新的阶段，开始对全球经济高调表达看法

并声称成为超级大国，”美国嘉盛集团的调

研总监布鲁克斯表示。

作者汤姆·鲍登，王会聪译

英媒：世界进入“欠中国时代”

国际劳工组织“晒”全球工资
中国领跑世界，还是“被”增长？

这份报告分析了115个国家的工资

数据，涵盖了全球94％的劳动者，相当

于全球工资总额的98.5％。

结果显示，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

前，全球工资平均增速（不包括中国）为

2.2％；而2008年和2009年，工资增速分

别降至0.8％和0.7％。而囊括了世界主

要经济体的二十国集团，工资平均增速

（不计中国）降幅更为明显，由2007年的

1.8％，降至2008年和2009年的0.5％。

这些还都是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

的实际工资增速，如不考虑通胀因素，

2009年名义工资增速降幅要更大，但是

由于同期通货膨胀率下降较快，许多经

济体通货膨胀率甚至

为负值，使得实际工

资勉强维持微弱增

长。

中国领跑世界
还是“被”增长？

在全球工资水平因危机或停滞不前，

或不进反退的时刻，中国的工资平均水平连

续多年呈两位数增长态势。中国国家统计

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扣除通胀

因素后实际平均工资增速为13.1％，2008年

为11.7％，2009年为12.8％。

但由于中国的统计数据直到2009年

才开始将“私营单位”劳动者工资纳入统计

范围，一些学者认为统计结果并不能全面、

客观地反映整体工资水平变动情况，劳动者

工资有“被”增长之嫌。

此外，国家统计局2009年对“私营单

位”工资水平变动情况的初步调查结果显

示，该领域工资平均增速为6.6％。结合以

上两点，不难推断，工资增速确实存在一定

程度高估，但经过调整加入“私营单位”后的

数字至少仍应高于6.6％，显著超过全球平

均水平。 据《国际先驱导报》

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并不乐观，在

国际劳工组织统计的28个发达国家中，

2008年有12个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

2009年则有7个国家下降。

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危机期

间工资出现负增长。美国劳工统计局数

据显示，2008年美国实际平均工资增速

为-1.1％。

日本情况更为严峻，实际平均工资增

速在2008年和2009年连续两年为-1.9％，

再度引发对工资和价格通缩的忧虑。

由于支柱产业银行业出现巨额亏损，

冰岛成了受危机负面影响最严重的发达

国家，该国的实际工资水平 2008 年和

2009年累计跌幅为12.9％。

就连一向领跑欧洲经济的德国也难

逃工资水平下降的魔咒，实际早在经济危

机爆发之前，该国工资水平就已出现下降

趋势，2006年降幅为0.9％，此后降幅虽逐

步缩小，但始终未摆脱下降通道。

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危机或许只是

暴露问题的催化剂，长期数据表明，主要

发达经济体自1999年以来实际工资水平

累计仅增长约5％。也许人口数量下降，

人口结构老龄化，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和新

的增长点等深层次原因才是工资水平长

期滞涨甚至出现倒退的根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发现，自上世纪80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工资份额呈持续下降

趋势。

该组织抽取了24个国家作为研究对

象，对这些国家1980年至2007年期间的工

资份额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有17个国家工资

份额下降，这一趋势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后，

才有一定改观。

另一个长期趋势是，在过去15年超过三

分之二的国家低工资就业都有所增加，与此

同时高收入群体也增加迅速，收入分配不平

等加剧，形成顶部高收入者“飞离”大多数

人，和低收入者“底部塌陷”的分化格局。

报告的另一项结论是，工资份额长期下

降、工资差距扩大和全球经济危机之间存在

联系。

危机前收入不平等状况长期愈演愈烈，

将货币从具有高消费倾向的低收入家庭，转

向了消费较少而储蓄更高的高收入家庭，造

成消费动力不足，导致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

不匹配，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危机。

发达国家初现负数

全球工资增速骤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