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法治视角看限行是一种进步

今天是“交通安全日”，在近来
与交通有关的新闻中，最受关注的
莫过于北京市正在对单双号限行常
态化进行论证的消息了。虽说在“天
帮忙”之下，APEC期间多地的限行
举措多少展现了“人努力”的价值，
但“常态化”字眼一出，还是引来了
许多不同的声音。

率先发力的《中国青年报》提
出了“有关单双号限行的几个问
题”，认为行政措施“对个人权益
的干预应是绝对必要且最低限度
的”，因而限行政策“存在法律风

险，亦存在连带政策风险”。新华
社则连发多篇稿件，一边肯定北
京市“进行论证”的审慎态度，一
边提醒决策者“宪法和法律合法
性的评估是不可或缺的程序”。与
此同时，央广官微@中国之声以

“杀掉70岁以上老人来解决养老问
题”作比方，表达了“如果不合法，
再有效也不能实行”的观点。

不难看出，媒体的言论以及围
绕这一话题的舆论探讨，最显著的
特点就是把“法”作为核心，以措施
和程序是否合法来评判这看似呼之
欲出的新举措。与那种纠结于“限
行能有多大作用”的技术性讨论
相比，这显然更利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单就讨论的形式和重点
来看，已经是相当大的进步了。要
知道，治霾治堵的道路千万条，但

“依法”的原则不能动摇，否则的

话，即便短期内取得的成绩再明
显，长远看来都将对社会治理造
成无法挽回的损害。

事实上，这种以“法”为核心的
讨论，本身就暗含着对以往教训的
反思。从媒体的报道来看，一些地方
政府为了实现某些行政目标，常有
以依法之名行违法之实的情况出
现——— 为搞好计生工作就出台条
例，将新生儿落户与社会抚养费绑
在一起；为扶持本地企业就发布规
定，把路桥费标准分出内外之别。更
有甚者，为了大拆大建，制定出“多
数人同意即可出让集体土地”的地
方法规。在这种情境下，所谓的法规
不过是地方政府权力扩张的工具。

回头再看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
式的法治，有良法才会有善治，法律
法规的制定、修改，不能损害甚至剥
夺上位法尤其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各

项权利，同时也不能与民主性、公开
性的立法程序相背离。没有法律依
据就“创造”依据的那套做法，看似

“依法”，实则违背法治精神。十八
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行政
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
制”，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
度”，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于是，摆在眼前的单双号限
行问题，成了一道依法治国的考
题，危害人们生命健康权的雾霾
亟需决策者正视，而对自然人财
产权的保护，同样也是不容忽视
的。考虑这么多，的确不如直接出
台个“限行常态化”法规来得干
脆，但如果能够尊重法律、相信法
律，在不违背公民法定权利的基
础上作出决策，创造一个依法行
政的范例，其意义将不仅限于城
市交通管理。

媒体的言论以及围绕这一话题的舆论探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法”作为核心。与那种纠结于

“限行能有多大作用”的技术性讨论相比，这显然更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樊树林

四川省眉山市公安局原副局
长王志刚，因受贿等罪名于今年5月
被判刑。记者调查发现，此案中，眉
山当地6名公安系统高官向司法机
关承认，曾向王志刚行贿，并签字
画押。法院判决最终不予认定。（12

月1日《京华时报》）
究竟这6位公安系统高官的行

贿是否属实，背后还有哪些不能说
的秘密，需要给公众一个明明白白
的交代。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为谋
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
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应按行贿
罪追究刑事责任。6位公安系统高官

的行贿数额均在5万元以上，如果属
实，当事人必须承担一定的法律责
任，不能逃脱惩罚。

希望当地纪委等相关部门，对
“行贿门”进行彻底查清。假如他们
的行贿行为属实，不仅要对几名公
安人员进行依法处理，还要对法院
的徇私枉法行为进行追责。反之，
如行贿行为不存在，就需要弄清诸
位官员“栽赃陷害”的动机，弄清检
察院是如何取得证言的，程序是否
合法等。目前，“行贿门”事件已经
发酵成为了一个“公共事件”，千万
不能不了了之。因为公民对法律的
信仰，就来自于一个个审判案例量
的积累。

葛公民论坛

警察“行贿”莫成悬案

葛一语中的

现阶段让地方政府割舍“污
染企业”这块大蛋糕非常困难。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系教授包存宽认为，环保规划与
执行是两回事，期待一劳永逸地
彻底解决污染问题是不可能的。
不过从制度上整体提高规制以
及公众的意识，将为更深层次改
革和环保目标的实现提高动力。

降息不等于大规模刺激，或
是一契机。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郭田勇认为，无论国有大行还是
中小银行，都面临越来越大的
资产质量压力和贷款有效需求
不足问题。各家银行当借此进
一步提升资产端的信贷配置能
力 和 负 债 端 的 市 场 化 定 价 水
平，切实推进与经济“新常态”
相适应的经营转型。

经济发展模式存在惯性，需
要克服“路径依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
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
为，经济速度换挡、结构调整时
难免会出现“阵痛”。多年积累
的 一 些 潜 在 风 险 也 会 暴 露 出
来，必须高度重视，通过改革、
转型、创新和科学的宏观调控予
以防范和化解。

不要动不动就把国有资产流
失挂在嘴边。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
剑平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
国退民进，也不是国进民退，需要
跳出进退零和思维定式。国企民
企通过混合所有制互相取长补
短，完全可能实现共进、双进，改
革方案必须是有利于取长补短
的，以共进为准则。

□毕舸

江苏连云港市灌云县，一个小
小的县城，竟然也出现了国家明令
禁止销售的、来自巴西疯牛病疫区
的牛肉。江苏警方从牛肉经营户查
起，发现禁销牛肉从徐州行销江苏
及周边数省，销售金额或达数十亿
元。（12月1日中新网）

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居然
藏有数量巨大的问题牛肉，而且
这些牛肉还销往全国。现在警方
最为紧迫的任务，当然是追回流
向市场的问题牛肉。但是，还有一
个更重要的问题不能被遗忘，也
就是查清问题牛肉的国门入口究
竟是如何被轻易逾越的，又该采
取怎样的改进举措，彻底堵住这

条黑色通道。
从巴西到中国，万里之遥，其

间要经历多少道监管防线？包括踏
入国门的第一步，必须要接受进出
口检疫，而在国内，则要接受工商、
食药监等多个部门的日常管理。可
是这些防线在问题牛肉面前统统
失效了。

问题牛肉当然可怕，但更为
糟糕的是，问题牛肉可以轻易地
打通所有环节，进入无辜消费者
的胃。不能让本应保护好消费者
的正规渠道形同虚设，那么多负
有法定职责的监管者，都将责任
转移到了事后某个民间线索的偶
然举发。问题牛肉也许会短时期
销声匿迹，但黑色通道不被查处
则会让此类现象继续存在。

堵住问题牛肉的“黑色通道”更重要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
采取有力措施缓解企业融资成本
高问题。“降低小微和创新型企业
上市门槛”等措施，当然是缓解企
业融资成本过高的方法，但是，仅
靠这些技术性处理手段，能够产
生多大作用呢？又能让银行有怎
样的改变呢？技术处理，只能对某
个方面、某个局部产生影响，在某
个特定时期发挥作用。要从根本
上解决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的问
题，还是要通过改革，从体制和机
制上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部分银行在政策法律有明确
限制的情况下，擅自提高企业的
融资成本，收取各种不合理费用。
究其原因，就是金融垄断，缺乏竞
争，就是没有危机感。如果有一

天，实体经济不行了，银行还能独
善其身吗？

打破垄断，让非公有制资本
进入金融领域，无疑是改变银行
最根本的手段。因为，银行融资成
本高，就是因为银行没有竞争、没
有压力。如果能够让非公有制资
本进入金融领域，企业有更多的
自主选择权，那么银行融资成本
自然就会降下来。如果不对银行
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所
有的技术处理都不可能从根本上
解决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
到头来，经济与金融之间的矛盾，
有可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十分
突出的矛盾，成为影响经济社会
有序发展的重大障碍。（摘自《经
济参考报》，作者谭浩俊）

葛媒体视点

企业融资贵根在金融垄断

警惕政府购买服务中的腐败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与政府采
购各种物质一样，都应该实行公
开的招投标制。但是，一些政府购
买公共服务却是暗箱操作，或指
定购买对象，或给机关下属的社
会组织，于是腐败自然而然地发
生了，或高额回扣，或虚假预算，
再次印证了“越是公共财政支出
多的地方，越容易发生寻租与腐
败行为”。同时，也印证了一个道
理：越是没有监督的权力就越容
易产生腐败。推行政府购买服务
本来是为了避免腐败、节约资金，
可是政府购买服务没有制度保
障，没有监督护航，结果是腐败高
发，既浪费了财政资金，又没有让
老百姓享受到优质的公共服务。
由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成了腐败
新灾区，本应充满期待的政府购

买服务反而有损政府形象。
在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进

程中，必须有护航机制。一是必须
制定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规章制
度；二是必须制定政府购买公共
服务的监督机制；三是政府购买
公共服务必须实行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必须保证政府购买公共
服务行为在公开透明和法治程序
的运行机制中。另外，政府购买服
务是要服务老百姓的，也应该让
老百姓参与和监督。总之，必须把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纳入法制的笼
子中，绝不让政府购买服务成为
腐败高发区。（摘自《学习时报》，
作者张魁兴）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A02 评论 2014年12月2日 星期二 编辑：吴金彪 组版：郭传靖>>>>

QILU EVENING NEWS

www.qlwb.com.cn

本报地址
济南泺源大街6号

邮编
250014

传真（0531）
86993336 86991208

报纸发行（0531）
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0531）
82963166 82963188

82963199

差错投诉
96706

发行投诉（0531）
85196528

邮政投递投诉
11185

即时互动平台

“壹点”官方APP

齐鲁晚报微信
qiluwanbao002

新浪官方微博
weibo.com/qlwb

评论员观察


	A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