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

杭州“突袭”式发布汽车限购
令，影响的并不只是这一座城市，人
们似乎可以从中看到一种趋势———
汽车限购限行日益成为大城市治污
治堵的“标准动作”。早在北京成为
首个实施汽车限购限行的城市之
初，质疑声就从未停过。即便不考虑
政策“突袭”有无程序瑕疵，这种看
似立竿见影的做法带来的一些负面
影响，已经足以引起人们的警惕了。

从短期来看，汽车限购限行对
城市治堵效果明显，但这并非长远

之计。现在是每个工作日从10个尾
号选出两个限行，从逻辑上讲，高
峰时段可减少20%的车辆上路。简
单易行不说，见效也相当快，这或
许 正 是 该 措 施 能 在 不 同 的 城 市

“落地开花”的原因。但与之配套
的限购，只是减缓了增速，随着时
间的推移，汽车保有量仍在不断
增加，如果完善城市交通的速度赶
不上来，拥堵的旧病必然复发。到那
时，不但限行无济于事，还会有大量
的机动车因为受限在车库里“睡大
觉”，造成新的浪费。

而且，为了政策真正起效，凡是
汽车限购的城市必然要对外地牌照
汽车限行，如果这种思路蔓延下去，
越来越多的城市也推行类似政策，

城市间原本完整的路网被各种限行
分解，建立统一市场只会难上加难。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规划“一体化战
略”或是“城市圈建设”，如果连最基
本的交通都无法互联的话，其它更
无从谈起———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尽管河北省信心满满地发布了关于
京津冀一体化的“河北思路”，但在
工作日高峰时段，悬挂河北牌照的
车既进不了北京也进不了天津，就
遇到了一体化的“路障”。

汽车引发的城市病，确实应当
医治，但采用什么药方，还需更谨慎
探讨、科学决策。要知道，限制外地
车辆进入的举措，往往是只管自己
的利益不顾整体利益；而把限购限
行当成灵丹妙药，也是一种“头疼医

头、脚疼医脚”的短视行为；一说到
治污治堵，就立马“有样学样”地限
购限行，更有懒政之嫌。如今，随着
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采用或考虑采
取类似措施，就更应当引发人们全
面审视限行限购。与简单的限令相
比，市场化的调控手段或许能够发
挥更长远的作用。

事实上，很多人选择购车，本身
就是权衡利弊之后的一种市场行
为，破解道路拥堵等问题，也可以运
用同样的思路。当乘坐公交车、地铁
等越来越舒适、越来越便利，自行车
也无需在车流中艰难前行，再考虑
到燃油税、拥堵费等经济成本，还会
有多少人选择开着私家车走上拥堵
的城市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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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葛公民论坛

在一些地方，与城镇化建设开发
环节热火朝天相对应的，是城镇化公
共服务短板的日益凸显。商业化建设
火爆的背后，公共交通却不见踪影，
医疗与教育等必备的公共服务更是
遥不可及。而后者恰恰才是城镇化的
内涵和关键所在，也才是地方政府在
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坚守并担当的本
位角色。

正所谓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
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同样不应角
色错位。城镇化的商业开发与建设环
节，理应交给市场，而不是地方政府

撸起袖子自己上场，即便是以建立地
方开发平台和公司的方式从中谋取
利益，同样涉嫌越位；而在城镇化的
公共服务配套与供给方面，政府恰恰
责无旁贷，承担城镇化带来的公共成
本，显然不是情不情愿的问题，在公
共服务方面的失位，其实更应建立相
应的行政问责与追究机制。

当本该由政府站稳的公共服务
这条腿，却更有兴致插足于商业性开
发那条腿，如此城镇化，注定将难以
平稳前行。而唯有地方政府退出城镇
化开发的名利场，回归担当城镇化公
共成本这一本职，城镇化才不会陷入

“只见城，不见人”的尴尬境地。
(摘自《法制日报》)

城镇化跛足缘自角色错位

多用经济杠杆，慎用“限行限购”
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采用或考虑采取限行限购措施，就更应当引发人们全面审视限行限购。

与简单的限令相比，市场化的调控手段或许能够发挥更长远的作用。

□苑广阔

打开“人人快递”的手机软
件，市民可以抢单，然后带个快件
送到目的地并获得报酬。不过，日
前湖北省邮政管理局叫停了“人
人快递”在湖北的快递业务经营
活动。(3月30日《南方都市报》)

主管部门叫停“人人快递”的
经营活动，理由是这项业务涉嫌

“违法”，并可能造成客户快件丢
失，信息泄露等风险。以上这些问
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叫停是否
最好的处理方式则有待商榷。

新生事物在出现之初，大多会
存在各种不足，甚至有不符合现行

法律规定的地方。面对这种情况，
下发一纸禁令固然省事，但长远来
看并不合理。对其不妨持有包容的
心态，先判断其有何利弊，并善加
引导、扬长避短、挖掘价值。而如果
现有法律条文不适应新形势、新局
面，还应该对滞后的法律条文做出
修订与解释，而不是以旧有法律条
文阻碍新生事物的发展。

对于“人人快递”这一新生事
物，也是如此。畏之如虎不行，不
管不问也不行，保持观察、深入研
究、适时引导才是应对之策。

心中坦荡，何惧“010来电”葛媒体视点

□时言平

对于许多企业负责人和地方
干部而言，以北京区号“010”开头
的来电，像是个魔咒：接吧，大都
是推销或者骚扰电话；不接吧，有
的电话真假难辨，似乎“大有来
头”。(3月30日《新京报》)

之所以因“010来电”感到烦
心，大抵是出于这样的心态：各种
真假莫辨的打着部委旗号的活动
邀约，不参加吧，要么害怕触怒领

导，要么害怕失去与高层亲近的
机会；参加吧，有些活动是狐假虎
威，去了就可能被宰一刀。这个也
想那个也怕，难免纠结。

无欲则刚，不阿则正。如果企
业老总和地方官员不唯上只唯
实，不寄希望于政绩前途在私相
勾兑中实现，拒绝起“北京来电”
来，也就自然有底气、有勇气。当
然，这也需要政府部门把工作人
员、下属机构的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以免流窜在外，鱼目混珠。

对“人人快递”别简单封杀了事
葛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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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北大的女生越来越喜欢刘
汉这样的大哥，说明北大也坏了，市
场经济也坏了，我们不期待这个。

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日前在北
大的一场演讲中指出，中国越来越多
的理工男与宅男在赚钱，这是个好
事，说明公平竞争的环境越来越好，
市场经济的活力越来越大。

这个时代不需要病态好人，而缺
正常公民。

在广州，62岁的区少坤选择自
杀，起因是邻里矛盾，居委会要收回
他最珍视的居民代表证。此前，他已
因监督违规公车而扬名。作者石述思

认为这是一个悲剧：在公车肆虐街头
时，只有这位性格偏执的老人站出
来，而周围的多数人则选择沉默。

把混合所有制改革简单地变成
一场运动，反映了部分地方官员急功
近利的心态和锦标主义的政绩观，甚
至是对中央政策的误读。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
授刘震撰文提醒说，混合所有制改革
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国有资本是否需
要退出，又要进入哪些领域，不能够
依据行政命令，而应该由市场来决
定，特别是涉及到价格，更应该由市
场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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