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有商家在北京、杭州推出
了限期一天的“无人超市”，店内没
有收银员，来往顾客自助结账。据说
这是针对消费者进行的一次诚信测
试，多数消费者支付了货款，也有少
数人没付钱或者没付够钱。这个结
果虽然是“喜忧参半”，但也是再正
常不过的，它证明人性确实是有弱
点的，不可能人人都经得起考验。

“无人超市”并不是新生事物，
之前在一些地方就做过试验，因为
爱占便宜的人太多，最终关门了

事。这次商家选择在北京、杭州进
行测试，或许是觉得“首善之区”和

“人间天堂”的消费者素质更高一
些。其实，这种“无人超市”如果选
在偏僻乡村或者封闭社区里，成功
的概率应该会更高一些，因为那里
的环境更接近“熟人社会”，消费者
在进店购物的时候顾及到自己在
邻里亲友间的形象，会表现得更像
君子。

“无人超市”在北京、杭州的测
试，只是再次证明了它在当前根本
没有普及推广的空间。因为人性的
弱点决定了总有一些人是经不起考
验的，在利益唾手可得而又不需要
为此付出代价的环境中，人性中自
私自利的一面很容易暴露出来。一

些人在“无人超市”中顺手牵羊的行
为虽然不被公共道德认同，却是人
性使然。在缺乏约束的环境中，人性
中的弱点就有可能作恶，好财富的
人会偷抢，好名利的人会欺诈。也许
有人会列举“无人超市”、“无人检
票”在一些国家被推广的经验，来证
明当前的中国也应该做一下尝试，
如果不行只能证明国人素质太低。
不可否认，一些国家的社会文明程
度已经很高，但是也要看到文明守
信的背后是严密的征信体系。很多
乘客之所以在无人检票的时候做到
自觉买票，是因为逃票一旦被发现，
付出的信用成本非常高昂，今后将
是步步难行。如果没有严密的征信
体系作支撑，“无人超市”的信用测

试只不过是诱人作恶的道德陷阱。
就像在高考决定命运的今天，我们
不能奢望“无人监考”的考场。

无论“无人超市”在今天取得怎
样的测试成绩，都不值得让人过分
的喜或忧，“无人超市”的失败也无
损当地市民的脸面。我们当前的总
目标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建设
法治社会就应当遵守法律和制度的
约束，不能指望靠道德的自律解决
社会问题。当前，我们更急需要做的
是完善各种制度的外在约束，使人
养成文明的习惯，而不是反向操作。
不只是今天，古人早就梦想过“路不
拾遗、夜不闭户”，如果不能全面建
设法治社会，“君子国”的理想也只
是黄粱一梦。

“无人超市”是个道德陷阱

如果一个服务被市场广为赞
赏却不被法律认可，唯一可能的解
释是，法律出了问题。

在专栏作家傅蔚冈看来，有关
专车企业合法性的讨论，本身或许
就是一个伪命题。现行相关法律法
规更多的是在维护出租车公司的
利益，而后者绝大多数是国企，与
地方政府关系密切。这也就意味
着，未来相关法律的修改，很可能
也倾向于帮国有企业“收割”市场。

靠争取政府政策配额养成的
企业主，不可能经得起市场风浪。

为落实中央提出的创新政策，
一些地方政府就定下了“年内培育
多少名创业老板、扶持多少家创新
企业”等指标。媒体人胡舒立就此
表示，政府替市场遴选“佼佼者”是
越俎代庖，仍未脱离传统的计划经
济思维。

与巴菲特共进晚餐是用来抢
占新闻头条的。

经济学家宋清辉直言，某娱乐
公司花天价换来一顿饭，可以看做
市值管理的手段。因为博到了眼球，
公司市值很可能随股价上涨而飙
升，换来远超出“饭钱”的收益。助长
这种公关冲动的是资本市场的潜规
则——— 炒作为主、业绩为辅。

当不同法益冲突时，法律要优
先保护那些更值得保护的法益。

法律工作者玉素撰文称，“卧
底”记者参与高考舞弊的确危害了

“高考管理秩序”，但这种“危害”相
当有限；及时曝光揭出高考舞弊的
黑洞，保障的则是公众知情权，以
及高考的社会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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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农村教育，“引援”是权宜之计

葛公民论坛

当前，我们更急需要做的是完善各种制度的外在约束，使人养成文明的习惯，而不是反向操作。不只是今
天，古人早就梦想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如果不能全面建设法治社会，“君子国”的理想也只是黄粱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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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培磊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
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从
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加大职称评聘
力度等8方面的举措入手，到2020年，
努力造就一支素质优良、扎根乡村
的教师队伍。（6月8日新华网）

长期以来，城乡之间教育资源
分配严重失衡。此次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加大对乡
村教师队伍的建设力度，并出台了
一系列具体的优惠政策，吸引优良
的教育资源向农村转移，对打破城
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局面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

当然也应看到，类似举措不少

地方已经在实行了，只不过工资涨
了、待遇提高了 ,但乡村学校仍难以
吸引优秀应届毕业生，优质教师资
源还在不断流失。尤其对年轻人来
说，宁愿挤破头在城市，也不愿去待
遇更加优越的农村任教。

根本问题就在于城乡之间在各
个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距，不只是职
业本身的待遇问题，更关系到在不同
的地域工作，生活条件、上升渠道等也
存在巨大的差别。仅仅在教育方面加
大力度很难挽回这种局面。

所以说，要想提升农村教育对
教师的吸引力，关键要加大农村的
吸引力，真正实现农村与城市的一
体化发展，要让工作在农村的教师
获得与城市教师相同的幸福感，要
让他们自愿留在农村。离开了这个
基础性条件，再好的引援政策，也只
是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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