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把互联网金融管死了

最近几天，腾讯和阿里巴巴估
计都急坏了，针对央行拟加强监管
第三方支付的消息，相继发出公告

“稳定人心”。此时此刻，想必还有
更多的人在关注央行的一举一动，
也猜测着在叫停虚拟信用卡之后，
还会针对互联网金融出台怎样的
措施。当然，最关心的还是那些帮
自己赚过一点“小钱”的“宝宝”们，
未来的命运究竟怎样。

众所周知，投资理财必然伴随
着风险，互联网金融这样扩张迅
速、影响广泛的新事物，同样需要
监管。至于具体怎么管，既需要专
业研讨、科学论证，也应该广泛听

取民间的声音。尺度小了堵不住安
全漏洞，给金融秩序和资金安全埋
下隐患；尺度大了很可能把好东西
扼杀了，甚至给人一种“开倒车”、
维护既得利益的错觉。

毫不夸张地说，在很短的时间
里，互联网金融下的支付方式和理
财产品，就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广
泛且深刻的影响。手机安装上软件，
再关联几张银行卡，出门打车就可以
不付现金了，转账时也不用为了省手
续费，从一家银行跑到另一家银行。
而且，互联网金融延伸出的理财产品
几乎不设门槛，老百姓手中几千几百
的小钱也能换回相当满意的理财收
益。在互联网金融的吸引下，新的理
财产品和理财观念开始融入普通人
的生活，仅余额宝就宣称拥有8000多
万“草根”用户，这个数字超过了世界
大部分国家的人口。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从金融产
品创新中尝到了甜头，监管者的

“一举一动”备受关注。近来有消息
称，央行下发了两份文件征求意
见，准备对第三方支付业务做出更
严格的限制，一时间引发热议。加强
监管的初衷很容易被理解，越是本钱
少的人就越难抵御风险，央行在互联
网金融急速扩张时期的主动作为很
有必要。但另一方面，很多人也担心
像马云提到的那样，余额宝等被一纸
文件“打败”，“草根理财神器”和方便
快捷的金融支付工具，在“昙花一现”
之后被逼进死胡同。既然是征求意
见，就得听取各方面的声音，对于初
尝甜头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央行在
决策时更要考虑他们的利益。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互联网
金融的前途不光关系到老百姓的钱
包，也关系着深化改革的落实。十八

届三中全会《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
惠金融”，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也明确表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
康发展”。为应对互联网金融，部分国
有大银行前段时间提高了存款利率，
有些还降低理财服务门槛，这些都被
看做金融改革的成果。对于监管者来
说，如果管得过严过死，走了回头路、
开了倒车，被误会成维护既得利益不
说，还很有可能挫伤一部分人对改
革的信心。

此前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
“余额宝等金融产品肯定不会取
缔”，但新的监管措施会不会严格
到让“宝宝”们名存实亡，让承诺大
打折扣，在相关文件正式公布之前
还都是未知数。事关普通群众的口
袋，也关系到人们对改革的信心，
最终出台怎样的监管措施，值得决
策者审慎考虑。

很多人也担心像马云提到的那样，余额宝等被文件“打败”，“草根理财神器”和方便快捷的金融

支付工具，在“昙花一现”之后被逼进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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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钱兆成

手机“流量清零”成为备受关注
的热点话题。先有广东移动总经理
提出的“国际惯例”说，后有消费者
诉诸法律却败诉。针对这一热点，中
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中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
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
教授指出，“流量清零”是典型的霸
王条款。(3月19日《重庆晚报》)

看到这样的表态，人们似乎找
到了战胜“流量清零”的依据。然而另
一个问题又横亘在前：手机“流量清
零”所造成的损失，最多不过几十元，
如果单个消费者为此去维权，很有可
能陷入“追鸡杀牛”的困境之中。

幸好，新消法第三十二条首次
赋予了消协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
即针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行为，中消协以及各省市消协可
以代表消费者向法院提起公益诉
讼，替受害消费者打集体官司，减少
消费者的维权成本。而在这之前，北
京市消协在3月初就表示，针对国内
烟草企业在香烟包装上采用双重标
准一事，将按照新消法赋予的新权
利适时对烟草企业提起公益诉讼。

在面对实力强大的电信企业
时，同样需要消协考虑公益诉讼这
种维权方式。单纯斥责电信企业的
霸王条款，或许能给消费者带来些
许安慰，但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
靠实实在在的行动。

□王聃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4年1月至
今，全国范围内媒体曝光的自来水
异味事件已达10起。其中有6起，相
关部门对水质的取样送检后得出异
味水检测合格或达标的结论。(3月
19日《法治周末》)

“异味自来水”是怎样成为了合
格的供水产品？剖析其所由何来，或
许有助于发现“异味的秘密”。2012年7

月1日起，中国强制执行最新饮用水标
准，与世界上最严的水质标准——— 欧
盟水质标准基本持平。然而，“国标”缺
乏实质性的惩罚措施，不为地方政府
和水厂所重视；所谓的专业水质监测
机构，往往不独立于水厂之外，实际
上是“自测自检”。由此出现异味自来

水也检测合格，太正常不过。
“异味”自来水患的正是计划管

理病。近年来，公众的健康意识越来
越强，但与此相对应的却还是一个
充满计划经济特征的供水机制：不
仅缺乏对水质检测与监督的第三
方，整体运营也处于封闭的垄断状
态。如此之下，自然就会失去提供高
品质自来水的动力。

自来水的水质不是一天变坏
的，背后其实是一系列的管理失范，
治理措施也必须是成系统的。在这
种公共服务领域，也可以打破垄断，
引入市场化的竞争，让水厂重获清
除“异味”的动力。

以公益诉讼应对“流量清零”

垄断式经营难除自来水“异味”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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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登记官员房产有没有反
腐之效，都必须实施，这是官员财
产申报制度的重要内容。这里面
恐怕还有另一层用意，即为推进
不动产统一登记做准备。今年6月
份将出台不动产统一登记条例，
而最近又出现官员房产登记，显
然，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当舆论
纷纷担心不动产登记会遭遇重重
阻力时，率先从登记官员房产开
始，意义不言自明。

据说，官员需要详细登记家
中房产数量、面积、位置等信息。
这无疑是在为下一步审核官员房

产打基础。如果分析发现官员房
产情况与1998年住房改革的初衷
不相符，会不会引发新一轮针对
官员住房的改革，也值得关注。

登记官员房产不能只限于北
京以及部分部委处级以上官员，而
应该成为统一动作，对所有部委、
地方公务员的住房进行全面登记，
这样，既能提高登记公务员房产的
效率，也能避免先登记一部分打草
惊蛇。而且，在登记时，既要监控官
员提前抛售不明来源的房产，也要
警惕某些官员转移房产。(摘自《法
制日报》，作者张海英)

□沙元森

泰安宁阳一名男青年在城镇
卫生院交费时，因工作人员拒收
一张粘过胶布的百元人民币，竟
然挥拳打碎收费室的玻璃，最终
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五天。(本报
今日A11版)

谈到医患关系的紧张，很多
人都深有感触，各地不断发生的

“医闹”事件更是加深了医患之间
的不信任。医患之间本该是和谐
互信的利益共同体，为何在一些
地方闹得水火不容？在分析这个
问题的时候，一些人习惯一股脑
地归结为体制问题。诚然，因为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不到位，城乡居
民医疗保障水平偏低，还有不少
人背负着“看病难、看病贵”的沉
重包袱，个别人会把负面的情绪
发泄给医生或医院。

但是，我们还应看到，不是所
有的问题都是体制的错，很多发
生在医院里的冲突只是社会戾气
的蔓延，如果医患双方能在沟通
中多一些冷静，或者进行换位思

考，矛盾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就像
泰安宁阳的这起事例，严格说起
来都算不上医患矛盾，大可不必
闹到这种地步。一张粘过胶布的
钱能不能拒收，医院工作人员应
该给患者和家属有理有据的解
释，退一步讲，医院收到污损钱币
还可以到银行窗口兑换，并不会
有实质损失。既然是医疗服务行
业，除了要有医疗水平，还要有服
务水准。被患者家属吵闹甚至辱
骂了半个小时，医院都没有丝毫

“退却”，也只能坐看事态升级。冲
动的男青年被警方依法处理，固
然是咎由自取，但这种结局也算
不上医院的胜利。

类似的非典型医患矛盾如果
能被遏制在萌芽中，敏感的医患
关系必然会有极大改善。为此，医
院方面应当努力改进服务，加强
与患者的沟通，要压事，别挑事。
当然，患者也不要觉得自己花钱
买服务，就必须得到无微不至的
照顾，要理解或者尊重对方，不能
把自己当“大爷”。很多例子已经
证明，医患关系的僵局中没有胜
者。为彻底改善医患关系，各方都
应努力，不能简单地把问题推给
体制，推给他人。

医患矛盾不都是体制的错

去年以来，中央先后出台了
一系列正风气的举措，但仍有部
分人存在着侥幸心理。

各级党员干部要破除对不合
理“老规矩”的依赖感。不能以“曾
经这样过”，就试图将这些“规矩”
制度化，将这些“潜规则”合理化。
有些“老规矩”，可能在当时看来
有一定合理性，但随着环境的变
化，不合理之处已经凸显。有些

“老规矩”干脆从设定之初，就存
在着制度、法律上的漏洞。这些不
合理的“老规矩”不打扫干净，“新

规矩”就进不了门，立不起来。
另一方面，要树立对“新规

矩”的敬畏感。“八项规定”等“新
规矩”一经公布，便成为“通了电”
的高压线。“新规矩”就是硬规矩。
千万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也不能搞对我有利就执行，对我
不利就拖延、敷衍，甚至不执行。

社会发展对各级政府的治理
能力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再
拿“老规矩”做挡箭牌来回应社会
各界的监督，是搪塞不了的。(摘
自《经济日报》，作者胡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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