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动车路还长，一时违规别成“死穴”

近日，《广州市非机动车和摩托
车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在
官网上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其中关
于在市区内禁售、禁行电动自行车
的规定，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其实以
前包括广州在内，多个城市早就出
台过类似的电动车、摩托车禁行规
定，然而最后的结果都是“禁而不
止”，甚至“越禁越多”。

不可否认，电动自行车、摩托车
等出行工具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无
牌无证、时速超标、上路不安全等，
管理者以维护道路通行秩序和安全

为由对其禁行看上去似乎有道理。
但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城市里不光
有宽阔的马路，也有狭窄的小巷，在
这些地方，电动车的优势要比汽车
大得多。很多与运输业有关的劳动
者，比如快递员，比如送水工，都是
离不开电动车的。更何况，很多以电
动车为伴的家庭并不富裕，一禁了
之无疑加大了他们的负担，甚至断
了他们的生路。

很多城市之所以启动了对电动
自行车等出行工具的禁行规定，很
大程度上是为了便于管理。电动自
行车、三轮车无法上牌，没有合法身
份，引发了交通、治安等多方面的社
会问题，很容易被城市管理者视为

“麻烦制造者”。既然不好管，不如一
禁了之。这样的做法看似简便高明，

但很可能扼杀了相关生产企业的创
新，扼杀了百姓的生活需求，走向了
另一个极端。

如此看来，要缓解执法者与电
动车之间的矛盾，就不能简单地应
用现有规定。要知道，电动自行车在
国内的历史仅有一二十年，大量出
现在城市街头也不过是近几年的
事。很多新生事物在初生阶段，也都
曾被视为不合规矩。如今广为人知
的淘宝在刚刚诞生之时，也曾经有
一段“踩红线”的历史，如果当时将
其“封杀”，可能就不会有马云的今
天，中国也就少了一个电子商务的
领军企业。

当然这绝非是主张纵容违规违
法行为，而是希望管理者要把眼光
放得长远一些，看清楚社会发展的

趋势，给新生事物更多的宽容。尤其
对那些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又契合
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新事物，可以多一
些观察和了解，不要急于“掏红牌”。
其实很多时候，新生事物自身的问
题，与社会管理的漏洞、不合时宜的
规则是相伴存在的。在双方的互动与
磨合过程中，新事物日益完善，规则
不断调整，才有了最终的进步。

电动自行车在安全性等方面确
实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如果监
管部门能积极引导、规范其生产，让
市场发挥优胜劣汰作用，很多问题
是能够通过改进技术解决的。回过
头看广州的这次“禁电”，尽管比2006

年初禁时力度更大、更彻底，但放在
全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突破两亿的
今天，最终的效果是不难想象的。

其实很多时候，新生事物自身的问题，与社会管理的漏洞、不合时宜的规则是相伴存在的。在双方的

互动与磨合过程中，新事物日益完善，规则不断调整，才有了最终的进步。

□陈怀瑜

网传河南省工商局《关于迅速
贯彻落实省财政厅专项督导省工
商局罚没收入工作安排意见的通
知》显示：年度罚没款，要“确保完
成目标任务，确保11月底前完成任
务”；同时要“与各种经费款项挂
钩、与年终奖惩挂钩”。（10月14日

《京华时报》）
执法执罚，本是一种惩治违法

的工具与手段，却成了赤裸裸的目
的，很容易滑入“以罚代管”的泥
潭。再加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
存在，有了罚没款任务在屁股后面
拼命驱使和鞭打，就为权力设租和
权力寻租提供了温床。

罚款有了指标，执法者就会安
于违法行为的存在，甚至会乐于

“养鱼执法”。因为，违法行为是其
创收的来源——— 自断财路的事，谁
肯干？如果将违法行为尽皆斩草除
根，则与执法者休戚相关的罚没款
任务，如何完成？于是，“以罚代管”
就会一路向“钱”，形成惯性，难以
止步。

地方政府如此看重罚款，根源
就是财政收支管理的不规范。行政
处罚法中虽早有“行政收支两条
线”的规定，但在现实中，个别地方
政府的财政部门与行政执法部门，
均心知肚明地达成某种默契———
那就是将罚没款收入，以一定比例
返还给执收执罚者；地方政府还能
截留一些自用。可见，不从根子上
理顺行政执法部门的财政供给体
制，就难以真正甩掉罚没款头上戴
的任务“套”。

葛公民论坛

财政不规范，难除罚款带任务

葛一家之言

□余丰慧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
了一些不能绕过的问题，其中就
包括垄断。在中国，垄断可以分为
三大类。一类是外资利用其强势
地位，排挤竞争对手，谋取超额利
润。第二类是行政垄断价格等导
致的国有企业垄断行为。第三类
是市场自然形成的垄断行为，即
行业中只有一家企业或少数几家
能够有效率地进行生产，其产量
几乎可以满足全部的需求。

在这之中，第三类垄断行为
的情况最为复杂，反垄断的难度
也更大。自然垄断一个核心是依
靠规模经济优势取得市场支配
地位，它们最不怕降低价格，反
而降价是其淘汰竞争对手的秘
密武器。限价手段对于政府行政
手段导致的垄断行为和外资强
势企业的垄断行为也许是管用
的，但对于自然垄断就失效了，
甚至恰恰中了自然垄断企业的
下怀。

同时，自然垄断形成的规模
经济优势，往往是企业通过自主
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带来的。如
果对其过严、过狠，盲目发起反
垄断调查，最容易伤及创新创造
的积极性。如何防止自然垄断行
为而又不伤及创新，是需要经济
学拿出研究智慧的。

自然垄断正是本届经济学

诺奖得主梯若尔先生的获奖理
论主要针对的。颁奖委员会在新
闻稿中称“他对理解和监管行业
中少数重要公司”的理论研究尤
其出色，即他对寡头垄断现象的
研究是本次获奖的主要原因。

在梯若尔之前，寡头垄断的
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倾向于
制定一个针对所有产业的单一
政策规则，比如限价、禁止竞争
者合作但是允许上下游企业合
并。而梯若尔的理论研究显示，
竞争者合作定价的确有害市场，
但是如果是共享专利的一群企
业合作定价，则有利于每一个
人。而鼓励行业上下游企业合作
虽然有利于创新，但是也会扭曲
竞争。他提出，对于寡头垄断行
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在
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提出了一
个新的理论框架，其中政府反垄
断的目标应当是鼓励寡头垄断
企业更具有生产性，同时防止他
们损害竞争者和消费者。

这些经济政策制度安排，对
于目前中国反垄断进程非常重
要。中国的自然垄断已经开始露
头，比如：BAT等互联网行业的
超大型公司，通过自己的创新创
造使得其经济规模越来越大，而
事实上已经在一些领域占据市
场支配地位。对于这些创新型企
业的自然垄断行为如何处理，我
们不妨对梯若尔先生的经济理
论学以致用。

□王夕源

据《扬子晚报》报道：南京6岁
男童小杰跟妈妈外出上公厕，出
来因没发现到附近小店买水果的
妈妈，就自以为“走丢了”。牢记

“不和陌生人讲话”的他，沿着能
回家的公交车线路，独自步行5公
里回到家中。

看到这条新闻，我既为家长的
警示教育和孩子的机灵感到惊喜，
也为那句“不和陌生人讲话”的叮
嘱感到担忧。试想，一个国家的妇
女儿童，只有不和陌生人讲话才能
保障人身安全的话，那将是一个多
么人人自危的社会啊？

要知道，文明社会“坏人”总是

极少数，教育孩子为防范坏人而放
弃向好人求援的机会，殊不知孩子
遇险的几率要大上百倍。当然，对
于弱势群体或儿童家长而言，谁也
不愿用“好人多”的比率来自保安
全。因此，保障社会安全历来是政
府不可推卸的职责。

为此笔者建议，我国应改革城
管制度，让城管执法更多地发挥
社区服务作用，与此同时，街道应
恢复公安“巡警”制度。家长要叮
嘱孩子的不是提防“陌生人”，而
是要主动求助执法人员，更要学
会拨打 1 1 0等公共服务电话……
这些都要比孩子走丢后，不敢告诉
任何外人的“机智”和“冷静”，要合
理、实用得多。

不和陌生人讲话更危险

葛媒体视点

贪官“能吏”不值得同情

应当承认，落马干部并非都
一无是处，有的在任上也的确曾
经兢兢业业，为一个地方或单位
作出过贡献。但如果仅因此就对
其表示同情，甚至认为可以以功
抵过，那就大错特错了。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
视反腐败工作，一大批贪腐领导
干部相继落马，反腐力度空前。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不少
杂音，认为反腐败会影响干部队
伍士气，干部干得越多越容易犯
错误，抓了大量“能吏”，会导致
官员为官不为、不敢作为。大家
想想，不作为和乱作为，哪个的
现实影响危害性更大？

领导干部，只要走上腐败这
条不归路，不论以前功劳多大，
都是对党和国家形象的严重损
害，都是对群众利益的严重侵
害。对于这些中饱私囊的蛀虫，
即使再“能”，也没有必要、更不

应该抱有同情心，否则只会助长
了那些心存侥幸的腐败者的气
焰，令腐败难以根除。

有段话说得好：“如果认识
到腐败已经不是一种现象，而
是一种弥散的话语结构，是人
们 在 现 实 生 活 中 默 认 的‘ 秩
序’，就会意识到，反腐败不仅
仅是要向贪官污吏开战，还要
跟社会心理中的某种斯德哥尔
摩综合征作斗争。而后者才是
最困难的事。”社会风气和舆论
氛围也是反腐败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因此，每一位深受腐败
之害的人都应谨记“东郭先生
和狼”的教训，对贪腐分子须无
情鞭挞，这也是为反腐败作出
的 一 份 贡 献 。（ 摘 自《 人 民 日
报》，作者姜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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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不妨参考“诺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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