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

河南新郑一对夫妻遭遇了“梦幻
式”强拆。两人在凌晨被撬门而入的一
伙人强行拉到一处公墓，等返回家时
发现房屋已成废墟。离奇的强拆引得
舆论哗然，新郑官方也不得不承认媒
体报道“基本属实”，但是官方也在通
报中暗示了自己的苦衷，他们认为被
拆迁人“漫天要价”，给施工单位造成
了严重损失，并直接影响了城郊铁路
建设工程的顺利推进。

无论什么理由，以无法无天的

暴力方式解决问题，都是党纪国法
所不允许的，相关责任人被查究也
是应该的。经过舆论的曝光，遭遇强
拆的业主也许会得到一个较为满意
的补偿。但如果不能在拆迁人与被
拆迁人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协商机
制，暴力强拆或许仍然是解决“漫天
要价”的主要形式。

其实，拆迁人眼中的“漫天要
价”，在被拆迁人看来往往是理所应
得。由于价格落差太大，致使交易不
能达成，双方的博弈最终成为比力
量的“掰手腕”，处于弱势的被拆迁
人很难避免被强拆的结局。要找到
合适的价位，必须通过平等的协商
才能实现，单凭官方定价不一定能

服众，放任拆迁人强拆也只会激化
矛盾。唯有引入市场机制，让拆迁补
偿与市场价格接轨才能有效化解决
所谓的“漫天要价”。在新郑这起事
件中，被拆迁人的诉求也只是“以市
场均价给予补偿”。

当然，协商需要时间和过程。一些
地方官员或者投资者已经习惯借助
行政权力的干预，为了效率不惜牺牲
公平。新郑这次之所以发生强拆，即与
当地“确保重点工程”有很大关系。此
外，协商更需要一个可信的制度平台。
在强拆发生之前，双方也有多次协商，
但是未见效果。面对面协商几个回合
之后，被拆迁人就成了某些人眼中“和
政府作对”的人，他们也很难再相信官

方的诚意，干脆“拒绝见领导”。如果双
方之间存在一个合法的权威机构居
中调解，协商或许不至于这么艰难。即
便是被拆迁人确实不为利益所动，也
不通人之常情，拆迁人还可以走法律
程序，由司法部门强制执行。通过突袭
达到目的，看似迅速有效，实际上是以
牺牲公权力的形象为代价，成本更加
高昂。

新郑官方既然做出了要查究责
任人的明确表态，相信此事会有一个
合理合法的结局。各地相关部门更应
该思考的是，何谓“漫天要价”，又如何
应对“漫天要价”。法治显然是必由之
路，舍此别无他途。否则，或许还会有
更离奇的强拆事件在酝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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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渠道不畅，难解“漫天要价”
经过舆论的曝光，遭遇强拆的业主也许会得到一个较为满意的补偿。但如果不能在拆迁人与被拆

迁人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协商机制，暴力强拆或许仍然是解决“漫天要价”的主要形式。

葛记者来信

梳理2008年以来，引起舆论关
注的52起官员免职案例，85名官员
被免，29人起复，占比达34 . 12%。如
果排除生活作风问题无人起复这
个特殊现象，被免官员的起复率高
达50%。

超过三成复出，比例确实不低。
以至于有网友调侃，官员免职后复
出是“带薪休假”。免职官员复出之
所以会引发质疑，很大一个原因就

在于公务员队伍的相对僵化，仍处
于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状
态。如此一来，不仅免职等手段很
容易沦为形式，也不利于公务员队
伍的优化。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于犯
了错的官员，要允许他们有改过的
机会，允许被免职官员复出在制度
设计上并无不当。现在的问题在
于，过高比例的被免职官员很快就

“按照规定”回到领导岗位，似乎除
此之外再无别的道路。所谓“带薪
休假”的调侃说法或许就来源于
此，很容易引发人们对问责机制有
效性的质疑。

而且，被免职官员的情况千差
万别，按理说也该做到区别对待。在
这之中，有任期发生突发事件的，有
公款旅游、大吃大喝的，问题不一而
足。其中一些被免职官员所犯的错
误，已经证明其不再适合担当公职。
如果没能有针对性地做出区分，就
让他们处罚期满匆匆“履新”，这种
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潜规
则”，既是对岗位工作的不负责任，
也是对被免职者的不负责任。

如此来看，建立健全对被问责官
员的退出机制就显得尤为必要。事实
上，包括免职等手段，本意是为了约
束公职人员行为，同时起到优化队伍

的作用。让适合做公务员的人继续留
下，让不适合的人及时退出，寻找更广
阔的事业空间，才是应有之义。更何
况，从劳动者的属性上来看，公务员与
其他行业的从业者没有本质区别，也
应该实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这既
利于民众，也有利于公务员自身。

然而，在养老、医疗等方面仍存
在双轨制的条件下，公务员“退出”
不光是身份的改变，也意味着要重
新缴纳各类保险，以往的待遇一笔
勾销，这也是造成公务员“退出难”
的现实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打通
公务员进退通道，离不开诸多领域
系统性改革。

□韩适南

近来，汽车行业反垄断调查成为
行业和社会热点话题，已经有至少10

家汽车企业被发改委调查、约谈。奥
迪随后承认其垄断行为违法，表示愿
意接受处罚。

一提到高昂的养车费用，不少购
买了进口车或合资车的消费者就对记
者大倒苦水。在4S店里保养或维修，价
格总是高得离谱，在那里购买全车零
部件的钱，能够买到几辆甚至十几辆
新车。可是要想享受质保，就只有这一
条路。在不少消费看来，充分竞争的车
市，不该存在这样的霸王条款。

更令消费者感到不满的是，这种
操纵配件价格的行为，似乎是针对中
国老百姓的。在欧盟、美国、日本的汽

车流通法规中，这种捆绑行为被明令
禁止。比如，欧盟针对汽车品牌专营
店暴露的行业垄断问题，就将销售和
维修完全分开，并且改革汽车销售办
法，允许经销商多品牌授权经营。

如今，国家发改委掀开了汽车行
业反垄断的大幕，这一举动受到了广
大车主的关注和欢迎。消费者最大的
期盼就是不再被“宰”，能够以合理的
价格享受服务，一旦遇到纠纷，也能
有更多的解决途径，而不是等来4S店
的一句看似礼貌却满是傲气的“这是
厂家规定”。

就目前来看，不少外资车企已经
下调了零部件价格，不过，这只能称
得上是阶段性成果。毕竟，无论是从
市场占有率还是汽车性能来讲，进口
品牌或合资品牌是有一定优势的。当
国产汽车能够迎头赶上，这些外资品
牌自然就会学着“收敛”了。（作者为
本报经济新闻中心记者）

葛一语中的

国企是政府与市场边界最
模糊的地方。

媒体人胡舒立认为，如何对
待国有企业的角色，是国企改革
绕不过去的问题。国有企业如果
不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消除所
有制歧视就难以实现，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也很难建立。

城市需要高端人才，也需要
保姆、保洁等基础工作人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
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苏培科表
示，大城市人口众多、资源有限，
需要过渡性的缓解措施，以积分
制来替代户籍排斥能够让人理
解。当然，积分制要考虑所有对
城市有贡献的人，避免成为高精
尖人才的落户机制。

够意思的贴着污染物排放
容许上限烧，不够意思的还经常

超过上限。
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

执行主任陶光远表示，中国的垃
圾焚烧在技术上并没有太大的
障碍，但由于缺乏激励垃圾焚烧
企业尽量降低污染物排放的社
会和经济机制，形成了劣币驱良
币的恶性循环：垃圾焚烧污染物
排放越高，经济效益越好。

是服务，但做起来不像服
务；像买卖，但具有垄断性。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肖
俊表示，档案保管是公共服务，
就业和社保经办机构在国家规
定中也属于公益服务性质，但现
行的档案托管，采取的却是商业
运作。这种特殊的管理模式催生
了档案托管费这样一个“怪胎”。

官员能复出，也要能退出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吴金彪

车业反垄断，不只是价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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